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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审计理论研究的阶段划分

我们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审计理论研究过程划分为四

个阶段：淤1980~ 1985年为借鉴和学习他国的审计理论阶段；

于1985 ~ 1993年为传统的审计理论研究阶段；盂1993 ~ 1999

年为审计理论的系统化研究阶段；榆1999年至今为构建审计

理论研究的新模式阶段。这可以用下图表示：

二、各阶段的特征分析

由于理论发展受不同时期的环境特征影响，因此我们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审计理论研究阶段的特征进行分析时将着

重考虑如下因素：淤社会经济背景；于经济管理体制；盂研究

方法；榆研究内容的主要指向。

1. 借鉴和学习他国的审计理论阶段（1980 ~ 1985年）的

特征。这一阶段正值审计制度在我国的恢复时期，人们对现代

审计各方面的认识才刚刚起步。这一阶段突出的特点是对其

他国家实施的审计制度及审计经验、审计理论进行借鉴和学

习。

1980年 2月，《会计研究》对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将于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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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审计理论研究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并在此基础上对各个阶段的特征进行分析，

希望能为我国未来的审计理论研究指明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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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次

1

2

3

4

5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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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间边界值（美元）

0

0 ~ 40

40~ 110

110 ~ 250

250 ~ 650

650 ~ 1 570

1 570 ~ 3 960

3 960 ~ 10 430

10 430 ~ 100 000

100 000以上

各层分配的样本量

31

32

47

34

39

39

39

39

89

111

表3 分层及样本分配结果

=（ /n） （8）

= +（ /2）/（n+ ） （9）

在置信概率（1-琢）伊100%下，的置信区间为：

依Z琢/2 （1- ）/n

（2）总体的正确索赔金额总和的估计。我们可以使用差异

方法进行估计。首先使用公式（10）计算Xh：

Xh= Xhi （10）

然后使用公式（11）和（12）计算 和杂圆（ ）：

= ［Xh+Nh（yh-xh）］ （11）

杂圆（ ）= { （1-nh/Nh）［1-nh（nh-1）］［ （xhi-xh）2

+ （yhi-yh）2-2 （xhi-xhyhi+xhyh）］} （12）

最后，在置信概率（1-琢）伊100%下，的区间可根据公式

（13）确定。

依Z琢/2 杂圆（ ） （13）

5. 计算结果。使用公式（8）计算得出保险系统正确索赔

金额的比例 =97%；利用公式（12）计算得出保险系统正确索

赔金额 =798 107 160（美元）；正误差为11 525 104美元，负误

差为3 231 768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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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5月在芝加哥举行的第一次全国会计和审计讨论会的情况

进行介绍，提到小组会议将集中讨论的问题包括通货膨胀的

会计问题、政府会计中的政治和技术问题、质量控制的标准和

检查、内部会计控制报告、统计上和判断上的审计抽样以及数

据处理技术在审计中的运用效率等。在随后的几年里，陈今池

（1981）、王德升（1982）、刘杰民（1983）、葛明（1984）等分别撰

文或通过翻译国外文献对西方国家的内部审计制度、美国的

管理审计、日本的审计工作以及国外审计基础理论研究等内

容进行介绍。孙昌湘和陈今池（1982）通过对国外审计工作开

展状况的分析，总结出了一些值得我们借鉴的经验，包括：

淤审计部门的主管机构应隶属于立法部门，这样才能使审计

部门不受行政部门的牵制，从而保证其独立履行审计职能；

于在制定审计法规时需要考虑审计“应该有效地监督一切国

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工作情况”这一职能；盂内部审计机

构的设置应该保证内部审计人员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和权威

性，从而形成内部审计机构和外部审计机构相互补充、密切合

作的健全的审计体系；榆应加强控制，做好企业控制的各项基

础工作；虞重视审计人才的培养，提高审计人员的素质。

虽然这一时期我国对审计理论的研究不多，但有关学者

提出的观点却是具有长远的实践意义的，很多认识即使放到

今天仍然是具有一定价值的，也正是这些认识推动了审计实

践活动的开展。

2. 传统的审计理论研究阶段（1985 ~ 1993 年）的特征。

虽然“改革开放”决策的做出是观念的深刻变革和思想的大胆

解放，但是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讲，这个阶段的改革本身

带有一定的试验性质，它充满了争论、犹豫和反复，属于“摸着

石头过河”。此时，我国审计工作才刚刚开展，社会上许多人对

审计的认识不充分，甚至有人怀疑被审计就是有问题，对审计

持抵触情绪 。对此，当时国务院总理李鹏同志和国务院副总

理姚依林同志作出了指示：审计在当前治理整顿工作中应

发挥重要作用；凡是有经济活动的地方，都要依法进行审计，

这要形成制度，要成为一项经常性的工作。这深化了各界对审

计的认识，促使审计制度的建立健全。198缘年，《审计研究》正

式创刊，其较好地组织了我国审计理论和方法的研究。我们将

这一阶段称为“传统的审计理论研究阶段”。这一阶段的特征

为：

（1）开始对“两权分离”、“受托责任”等审计存在的基础进

行探讨。为了深化改革，完善企业经营机制，增强企业活力，充

分调动企业生产者和经营者的积极性，国务院于 1986年发布

了《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国发

［1986］103号文），国家经委和国家体改委于 1987年发布了

《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完善承包经营责任制的意见》（经企

［1987］519号文）。自此以后，原有的很多全民所有制企业开

始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承包经营意味着企业的经营管理权

不再完全由企业财产所有者拥有，即财产所有权和经营管理

权分离开来。于是，不少审计学者开始探讨生产资料所有权与

经营管理权相分离的问题，并评价承包者是否应当承担经济

责任。

（2）研究内容多为审计的基本理论，且研究具有极强的探

索性。审计的本质以及审计的对象、类别、职能和作用，都是审

计基本理论的组成部分，这一阶段的研究也基本上是围绕这

些主题展开。研究的“探索性”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一是对审

计基本概念进行探讨；二是概念的讨论是一个在相互商榷

中不断深入进而达成共识的过程。

我国为了对审计下一个合理的定义，中国审计学会于

1987年组织各地分会广泛开展学术活动，于 1988年形成了

一种归集以往审计职能、作用、性质的审计定义，即审计是由

专职机构和人员依法对被审计单位的财政、财务收支及其有

关经济活动的真实性、合法性、效益性进行审查，评价经济责

任的履行情况，用以维护财经法纪、改善经营管理、保证宏观

调控的独立性的经济监督活动。这一定义是在我国实行承包

经营责任制的时期提出的，其中所提到的“对被审计单位的财

政、财务收支及其有关经济活动的真实性、合法性、效益性进

行审查，评价经济责任的履行情况”等审计职能与该时期的探

讨热点即经济效益审计和承包经营责任审计紧密结合。

（3）对一些错误的观点或有失偏颇的认识予以纠正。这些

观点或认识包括：淤没有会计就没有审计，审计是随会计的发

展而发展，因此审计是会计的一个分支，或者审计学是广义会

计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张以宽（1985）认为，审计的职能已经由

最初的查错防弊、核对收支、保护财产延伸到经济监察、经济

管理、经济公证等。同时，审计方法和会计方法大有区别，在内

容上也很不一致。可见，现代审计的内涵和外延已非会计所能

容纳，审计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会计与审计互相支持。于审计

就是对会计账簿进行审查。这是当时一种普遍的认识，甚至连

《会计辞典》中也提到，审计俗称“查账”。对此，陈晓睦（1985）

指出，审计光靠审查会计账簿、仅用原始的查账方法是不行

的。除了进行事后审计，还要进行事前和事中审计，而这种情

况下就更不能将审计的职能局限于“查账”。

3. 审计理论的系统化研究阶段（1993 ~ 1999年）的特征。

邓小平同志南巡发表了重要讲话，提到“改革开放的胆子要大

一些，敢于试验，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同年 10

月，党的十四大召开，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

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此为标志，国有企业进入制度创

新、机制转换的阶段。随着在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建立现

代企业制度、进行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调整等方面取得重

大突破，经济发展对审计提出了更多要求，这促使审计工作得

以全面开展。在该时期，除国家审计外，内部审计也有了较大

发展，民间审计更是因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大量兴起。与此相对

应，审计理论研究也有了实质性进展。我们将这一阶段称为

“审计理论的系统化研究阶段”。这一阶段的特征主要表现为：

（1）对审计基本理论的探讨更加深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

展，“审计对于社会经济管理工作的开展而言是必不可少的”

这种认识早已深入人心，这一阶段的审计理论研究的内容不

仅包括审计的对象、职能、类别和作用等，而且包括审计环境、

审计假设、审计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等。1995年 1月郭振乾

审计长发表了《关于研究审计定义的一封信》，从而引发了

下旬窑71窑阴



阴财会月刊·全国优秀经济期刊

对审计本质的新一轮探讨。《审计研究》于1995年 3月刊登

了《关于审计定义的探讨》一文，介绍了审计学者、审计人员对

审计定义提出的新看法。1995年 10月，中国审计学会、审计

署审计科研所、审计署办公厅、中国审计出版社在青岛联合主

办了审计定义研讨会。此轮探讨进一步明确了审计的性质、对

象、目的、职能等基本概念，促进了审计定义实现全面化、专业

化和国际化。

（2）研究内容更加具体、广泛、全面。这一阶段的审计理论

研究涉及的主题已较为具体和广泛，包括对固定资产投资审

计、应收账款的审计程序和方法、合并财务报表的审计技术、

无形资产审计等具体项目的探讨，以及对审计质量控制、审计

风险及其控制、审计重要性、审计证据、注册会计师的法律责

任、审计准则等具体问题的分析。同时，研究内容也更为全面，

环境审计、衍生金融工具审计、计算机审计等新兴审计领域开

始受到关注。

（3）开始对国家审计、内部审计和民间审计进行全面探

讨，形成了包括三种审计主体的完整审计理论体系。随着市场

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所有制结构的变化使审计的客体由全

民所有制企事业单位转变为多种经济成分、不同经营形式的

企业，经营机制的转变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市场竞争主体。于是，内部审计和民间

审计工作得以全面开展，对应的理论研究也逐渐多起来。

（4）初步建立了审计理论体系。审计理论体系是指若干相

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审计要素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条件下，按

一定的顺序或方式排列形成的一个有机整体，用以指导审计

工作的开展。

我国的审计理论研究者在借鉴国外审计理论体系的基础

上，结合我国实际情况，遵循审计本质起点论和审计目标起点

论对我国审计理论体系进行研究。阎金锷（1995）提出“审计本

质寅审计目标寅审计假设寅审计准则”的观点，李若山（1995）

提出“审计目标寅审计假设寅审计准则寅审计程序寅审计

方法寅审计质量特征”的观点，中国审计学会（1995）提出“审

计目标寅审计假设寅审计原则寅审计概念寅审计准则寅审计

规范”的观点。另外，刘兵（1995）提出了以审计环境为逻辑起

点的审计基本理论和应用理论的两层次体系。

4. 构建审计理论研究的新模式阶段（1999年至今）的特

征。从党的十六大宣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

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以来，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的全面完善阶段。大多数企业已初步建立了现代企业

制度，企业会计准则和审计准则分批得以制定，各项审计工作

的开展更加规范化。同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的对外

交流更加频繁，这使我国审计理论研究更多地与国际接轨。

我们将这一阶段称为“构建审计理论研究的新模式阶段”。这

一阶段的特征主要表现为：

（1）研究注重采用或寻找较为充分的理论依据。无论是演

绎推理还是归纳分析，不管是规范研究还是实证研究，合理的

理论框架是保障论点合理性的重要基础。尤其是随着青年研

究人员所掌握的知识越来越广，审计研究中开始较为广泛地

引入经典的经济学理论。受托经济责任的存在是审计产生的

直接原因，基于此，代理理论首当其冲被用于解释审计的有关

问题。郝振平（2000）根据代理理论对审计关系进行了分析，李

季秀（2001）认为财产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是导致经济责任

审计产生的原因。然而，委托代理关系的本质是一种契约关

系，委托人和代理人是签订契约的双方当事人，以上学者在

“受托经济责任”理念下注重对代理人的制度设计，忽略了对

委托人的分析。认识到这一点，张立民（2002）将“受托经济责

任论”提升到契约经济学的高度，提出在审计制度建立过程中

应该遵循平等原则；同时指出应分析审计关系中的权责利

配比（契约优化）状况，解决双方当事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改善审计质量控制机制。郝振平和林薇（2002）采用“所有者—

经理人—审计师”的代理合约关系模型，分析了在使所有者、

经理人、审计师的效用达到均衡时，所有者应当建立的核查和

监控机制问题。潘琰和辛清泉（2003）基于不完全契约理论对

审计合约与审计质量进行了分析，认为在审计合约不完备的

条件下，客户对注册会计师实施的“敲竹杠”行为将影响到审

计质量。冯均科（2004）直接基于审计委托人与审计人员对审

计契约制度进行研究。

审计实务工作者和理论研究人员逐渐认识到，审计不可

能脱离社会背景和经济环境而存在，因此更多的经济学理论

甚至是社会学、哲学等方面的理论和分析工具均被运用到审

计研究中。张凤英和房巧玲（2004）将经济学中的“效率”概念

全面应用于审计市场，提出审计市场运行效率和审计市场功

能效率的概念；马曙光（2005）、杨德明（2005）、吕鹏和陈小悦

（2005）、龚启辉和刘桂良（2006）、刘颖斐和余玉苗（2006）等采

用博弈论对我国政府审计制度变迁、审计业务招标制、相关审

计现象进行分析。除此之外，漆江娜（2002）还运用社会学原理

解释资本市场审计信任关系的建立与维护，刘小年和岳阳

（2006）、王遥（2008）采用行为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对注册会计

师的审计行为进行分析。

（2）引入了实证研究方法，研究的具体模式更加多样化。

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成立使我国证券市场的

发展进入了开创性的阶段，在随后的十来年中，我国证券市场

迅速发展。正是由于证券市场所提供的数据平台，我国的审计

理论研究才逐渐与资本市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并向国际研

究的方向靠拢，最主要的表现在于引入了实证研究方法。自

1999年李增泉发表第一篇关于审计实证研究的文章《实证分

析：审计意见的信息含量》之后，我国审计实证研究大量开展，

得出了不少具有启发性的研究结论。吴联生和刘慧龙（2008）

对我国已有的审计实证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的回顾和评论。

案例研究、调查分析等研究模式在审计理论研究中也得到了

较为普遍的运用。比较有影响的是刘峰（2002）根据中天勤客

户流向的案例分析了我国审计市场制度安排与审计质量要

求，发现上市公司在选择会计师事务所时，对地域因素考虑较

多。叶陈刚（2003）、崔宏（2005）、刘亚莉等（2006）、刘成立

（2008）等在调查的基础上分别对注册会计师诚信度、注册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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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师对企业盈余操纵行为的识别、注册会计师行为模式等问

题进行了探讨。

（3）研究中对内部控制越来越关注。内部控制作为保证企

业财务报告的可靠性以及经营活动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

性的一系列政策和程序，自产生就与审计有着直接的联系。从

制度基础审计开始，对被审计单位的内部控制情况进行了解

并进行控制测试便是审计工作的一项重要程序，因此在审计

理论研究过程中必须重视内部控制。2000年以前，已有学者

从审计的角度对内部控制进行探讨，但所涉及的内容总体来

看是比较浅的。直到这一阶段，学者才对内部控制越来越关

注。吴水澎和陈汉文（2000）运用 COSO报告的标准与评价方

法，对郑州亚细亚集团内部控制失败案进行系统分析，讨论了

企业内部控制审计的相关问题；刘亚莉和杨兴全（2004）从财

务报告内部控制角度对资本市场信息质量的提高进行了探

讨；郑海英（2004）从内部控制环境出发论述控股股东与社会

公众股东的权利失衡问题。

（4）研究内容更加丰富，同时出现了不少新的研究课题。

就实证研究而言，涉及的主题就包括审计收费、审计师选择、

审计师变更、审计的公司治理效应等以往极少探讨的内容。另

外，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各种各样的衍生金融工具产生，人

力资源被当成资本进行探讨，会计事项变得越来越复杂，这也

促使研究者对很多新的审计领域（如网络审计、衍生金融工具

审计、人力资本审计等）的探讨。这些新兴研究课题极大地丰

富了审计理论研究的内容。

（5）我国审计准则体系得以建立并实现国际趋同，促进了

审计理论的规范化研究。审计准则作为规范审计人员开展审

计业务的标准，对审计理论研究具有重大影响。经财政部批准

同意，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自 1994年 5月开始起草独立审计

准则。直至 2003年，其先后制定了 6批独立审计准则，基本构

建了我国的独立审计准则体系。自 2004年起，为进一步完善

审计准则体系并提高审计准则质量，其根据变化了的审计环

境、国际审计准则的最新内容和注册会计师的执业需要，有计

划、有步骤地修订已颁布的审计准则，最终于 2006年 2月正

式发布了新的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体系。该准则体系已基本

实现国际趋同，对我国的审计理论研究具有很大的指导作用。

三、结论

改革开放为我国带来了经济的腾飞，同时我们也可以看

到，我国的审计理论研究也随着经济的逐步发展而不断走向

成熟。近年来，我国已经多次举办各类国际审计研讨会，世界

许多著名的审计学者、权威的审计专家都参加了这些研讨会，

使我国审计研究人员与国外审计研究人员有了更多、更深入

的交流，我国的不少审计理论研究成果也受到其他国家更多

的关注。同时，我国的审计理论研究也遇到了很多前所未有的

挑战。在未来的审计理论研究过程中，我们应当进一步结合我

国的社会环境、经济环境、法律环境的特征，加深对我国独特

制度背景的理解，并增强研究设计（尤其是实证研究）的合理

性，以增强研究成果的可接受性，从而增大理论对实践的指导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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