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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学》

前言

　　教材是体现教学内容和教学要求的知识载体，是进行教学的基本工具，是学科建设与课程建设成
果的凝练与体现，也是深化教学改革、保障和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基础。根据省教育厅教秘高[2007]9
号关于组织申报安徽省高等学校“十一五”省级规划教材的通知精神，由安徽大学出版社联合省内安
徽财经大学、合肥学院、安庆师范学院、安徽科技学院、铜陵学院、宿州学院、淮南师院、蚌埠学院
等高校联合申报的本系列会计学教材，已通过专家评审，被省教育厅教秘高[2008]39号文件列为安徽
省高等学校“十一五”省级规划教材。　　一、教材选题定位——突出应用性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
由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的过渡，越来越多的高校把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于紧密服务地方经济和社会发
展需要，培养生产和管理一线的高级应用型专门人才。培养模式的改变引发了教学内容和方法的变化
，目前较为突出的问题就是应用性教材建设严重滞后，不少学校不得已为了应付评估而选择了一些研
究型大学的教材，应用型院校教师为选择不到合适的教材而苦恼，学生也为教材不适用而意见纷纷。
为此我们顺应高等教育发展的需要，开发适合应用型高校教学的会计学教材。　　2006年2月，财政部
发布了包括1项基本准则和38项具体准则的新会计准则体系，并规定于2007年1月1日起首先在上市公司
实施。新会计准则的发布和实施，是我国经济生活中的重大事件，是中国会计发展史上的又一重要里
程碑。早在1992年，我国通过“两则两制”改革。实现了会计模式的转换，相对于1992年的那次会计
改革而言。本次改革是在会计要素的确认、计量等更深层次上完善会计准则，规范会计秩序，实现国
际趋同，其深度、广度均超过前者。目前，对于会计学专业教学来说，编写一套反映最新会计准则内
容的会计学教材已是当前会计学教育的当务之急。　　二、编写思路　　为了加强教材的实用性和针
对性，此次，我们在教材的编写上避免了两种倾向：要么过分强调实践，只讲会计方法，使教材过于
简单。内容单薄，知识的系统性不足；要么过分强调理论，大篇幅地讲述会计理论，内容空乏，脱离
　　实际。为此，我们在开始规划时注重突出如下几点：　　（一）突出系统性　　随着会计学科的
发展，会计理论在不断发展，会计的内容在不断丰富，会计服务的领域在不断拓宽，我们既要避免不
同课程教材在内容上的交叉重复，又要防止有些最新的内容没有被纳入教材之中。为此我们根据会计
理论和实务的最新发展，从整体上对系列教材的内容进行整合，协调和处理不同课程的教材在内容上
的衔接，避免内容上不必要的重复和遗漏，系统设计，分步开发。目前，我们第一批出版会计学基础
、中级财务会计、成本会计、管理会计、财务管理、审计学、会计信息系统、高级财务会计及其配套
习题册。在此基础上我们根据需要还将组织编写第二批教材：会计学专业导论、特种行业会计、政府
与非盈利单位会计、国际会计、会计理论专题等。　　（二）突出应用性　　为了使教材适合应用性
教学需要，我们努力做到：第一，教材的内容上，每门教材结合实际案例；第二，教材的语言上，力
求根据学生的认知特点，用鲜活的语言阐述会计问题，避免用一些晦涩的语言让学生如入云雾；第三
，教材的作者，全部来自于教学一线具有丰富教学经验的优秀教师，因为只有他们才深知什么样的教
材教师用得顺手，学生学得顺心；同时我们要求每门课程教材必须吸收一名具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在岗
高级会计人员参与，主要由他们来进行案例的编写。　　（三）突出质量　　为了保证教材的质量，
首先，除了每门课程必须由具有高级职称的优秀教师担任主编外，我们还要求每门课程教材必须要有
一名会计学专业教授参与教材编写或指导。其次，我们成立了会计学系列教材编委会和编审会，编委
会主要由系列教材的主编组成，其主要任务是进行会计学系列规划教材的策划工作，具体是：确定系
列教材名称、商定教材编写内容和体例、审定参编人选，并作为主创人员参加省级规划教材的申报工
作。编审会邀请省内外会计学科的有关专家和学者担任，负责审定教材编写大纲和对教材内容进行审
读，以确保教材编写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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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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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审计概论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审计的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及动因，掌
握审计的含义及属性，理解审计的对象和职能，掌握审计的基本分类，了解审计的其他分类，熟悉民
间审计的业务范围，为以后各章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引导案例】　　什么是审计？审计就
是查账吗？其实审计就在我们身边。党的十六大以来，全国审计机关共审计59.2万个单位，完成了
对16.7万人的经济责任审计，增收节支1919亿元，向司法机关移送案件2 847件，涉案人员4370人。又如
，某会计师事务所每年年底均接受某上市公司的委托对其财务报表进行年度审计；某集团公司审计处
定期对各子公司的财务状况、内部管理制度和经济效益等进行审查、监督和评价，这些都是审计的表
现形式（政府审计、社会审计和内部审计）。经济越发展，审计越重要。本章概述了审计的一些基本
概念，是审计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审计实务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学习本章时，关键在于理解。　
　1.1　审计的产生与发展　　1.1.1　政府审计的产生与发展　　政府审计又称国家审计或官厅审计，
是审计的最初形态，它产生于奴隶社会末期。在奴隶制度下，古罗马、古埃及、古希腊就已设有官厅
审计机构，采用“账目听证会”形式对官吏进行审查和考核，“Audit（听证）”就是从拉丁语
“Auditus”演变而来的。我国是世界上最早产生审计的国家之一。早在西周初期，我国审计就进入了
萌芽阶段。《周礼》中记载的官制系统如图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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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学》

编辑推荐

　　《高等学校“十一五”规划教材·会计学系列：审计学》具有下列鲜明的特色：教材内容“新”
，充分体现了2006年2月15日我国颁布的《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和《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吸
收了风险导向审计的最新审计理念。编写体例“新”：在每一章前增加“学习目标”和“引导案例”
作为方向引导；每一章后附“本章小结”、“相关准则”、“拓展阅读”和“思考题”，便于考核学
生们对所学知识的掌握程度及应用这些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实践性“强”：在每一章中均含有大量
的审计案例，这些案例大多来自我国资本市场，理论联系实际，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针对性。

Page 6



《审计学》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