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笔者认为，创建可持续发展的审计人员培养模式的要点

是：把握审计学科的特点，在分别研究各类审计人员职业能力

框架的基础上，以政府审计人员、内部审计人员、民间审计人

员的差异化培养为前提，以多专业联合培养为途径，重新进行

课程设置，并建立理论与实践的动态互促机制，最终使审计学

科上升为二级学科。

一、政府审计人员、内部审计人员、民间审计人员的差异

化培养

由于企业、政府的授权与责任关系不同，不同审计主体在

企业和政府的不同授权和责任关系中所处的地位和职能也不

同。民间审计的职能主要是鉴证，内部审计的职能偏向于建

议，而政府审计的职能侧重于监督，这也导致了政府审计、内

部审计、民间审计在审计对象和审计目标上的分歧。政府审计

的范围包括政府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具体审计对象包括政

府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的财务收支活动和经营管理活动以

及行政管理活动、投资活动、环境保护活动等，因此政府审计

的学科分支涉及财政收支审计、预算审计、政府绩效审计、经

济责任审计、建设项目审计、银行等金融机构审计、环境审计

等；内部审计的范围是企业内部各部门及下属单位，具体审计

对象包括财务收支活动和经营管理活动，因此内部审计的学

科分支涉及财务审计、合规审计、管理审计、经营审计、经济效

益审计等；民间审计的具体审计对象是被审计单位的财务

报表等，作为民间审计的主体即会计师事务所的服务领域还

有审阅业务、其他鉴证业务和相关服务等。不同的审计学科分

支有不同的理论体系、技术方法和审计程序，从而对审计人员

的能力结构提出了不同的要求。

但是，我国高校审计人才培养结构比较单一，只侧重民间

审计人才的培养，缺乏对政府审计人才和内部审计人才的培

养，更缺乏对金融审计人才、工程投资审计人才的培养。审计

学专业学生的知识结构以会计学知识为主，缺乏管理学、政治

学、工程学、环境学、信息科学等理论知识和相关技能。

笔者认为，应对政府审计人员、内部审计人员、民间审计

人员的能力框架进行分类研究。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和美国

内部审计师协会都对职业会计师的能力框架进行了研究。在

我国，林志军等（2004）研究了会计人员的知识及技能要素，邓

传洲等（2004）研究了职业会计师的能力框架。他们的研究对

象包括会计人员和审计人员（主要是注册会计师），是“大会计

人员”概念。王兴如和王会今（2001）研究了新世纪审计人员应

具有的素质。总之，目前我国审计理论界对政府审计人员、内

部审计人员、民间审计人员的能力框架缺乏系统的分类研究。

而由于三种审计主体的审计授权关系和涉及的受托经济责任

关系的不同，其审计的目标、对象、程序和方法不同，对审计人

员的知识能力要求也不同（刘世林，2006）。这决定了必须对政

府审计人员、内部审计人员、民间审计人员实行差异化培养，

各专业的课程设置应有实际的差别。课程设置尤其要以就业

需求为导向，注重学生工作胜任能力的培养（贺颖奇，2005）。

相比较而言，内部审计人员更应具备沟通能力、协调能

力。由于职权设置不合理，一些企业的内部审计人员的地位不

高，却要检查、监督较高层级人员的工作，某些专项审计业务

（例如风险管理）要牵涉诸多部门，被审计部门可能存在抵触

情绪，这些都要求内部审计人员必须具备较强的协调能力。民

间审计和政府审计属于外部审计，要在较短的时间内深刻了

解被审计单位，既不被被审计单位管理层所迷惑，又能技巧性

地获取审计线索，就必须具备较强的侦查能力和辨别能力。政

府审计人员则应具备较高的政治素质，熟悉行政管理的惯例，

在政府审计过程中，在坚持党的方针政策的同时还要讲究方

法、策略。

二、多专业联合培养的创新型培养模式

审计学具有边缘性和综合性，属于大管理范畴，审计学的

各门类、各分支的差异性很大。要求学生通过大学四年的学习

就精通审计学的各门类、各分支，这无异于“神童”的培养（刘

世林，2006），这是不现实的。审计学专业的课程设置要坚持

“涉及面宽泛、突出特色”的原则。其中，“涉及面宽泛”指全方

位审计，应采用大审计概念；“突出特色”指突出审计学综合性

强、应用性强、知识交叉性强的特色，恰当处理好课程设置的

权重问题，防止每一知识点都学但是每一知识点都学不深的

矛盾。也就是说，开设审计学专业的学校要尽量覆盖多个门

类，但是对每位审计人才的培养又要突出特长，做到精通。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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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认为，解决该问题的策略是：实现当前措施与长远目标两步

走，以多专业联合培养为途径。

长远目标是将审计学科从会计学科下的“三级学科”提升

为“二级学科”。根据社会经济发展对审计人才的要求，按政府

审计、内部审计和民间审计设置专业，按不同行业设置专业方

向（刘世林，2006）。笔者认为还可按照明细门类设置专业方

向，例如在内部审计之下再设置经营审计、管理审计、信息系

统审计等。目前还存在师资力量缺乏、学科有待整合、理论与

实践未能很好结合等问题，为实现长远目标，必须分步进行。

当前的措施有两条：

第一，为解决当前审计学专业师资力量缺乏、教师知识结

构不合理、缺乏边缘学科和相关学科知识及技能的问题，审计

学专业的学生应立足本专业，辅修其他专业的相关课程，以达

到分享其他专业的教师资源的目的。

第二，为解决学生学历背景单一、缺乏交叉学科知识的问

题，有目的地引导相关专业的学生进行“2+2”本科转专业培

养和“3+2”专升本转专业培养以及双学位培养，甚至委托其

他专业培养。

三、课程设置

课程设置具有战略设计的特征，没有良好的课程体系，专

业教学将成为一句空话（于玉林，2005）。目前达成共识的是，

审计学专业的课程体系应涵盖四部分内容：淤公共基础课；

于学科基础课；盂审计学专业核心课；榆选修课。其中：审计

学专业核心课应该包括审计学原理、政府审计、内部审计、民

间审计、建设项目审计、计算机审计、审计技术与方法等。笔者

认为，作为核心课程，应该不分专业方向，而选修课则体现了

专业方向，因此将建设项目审计课程放在选修课中更合适。

笔者建议，审计学专业的课程设置应注意以下问题：

第一，根据政府审计人员、内部审计人员、民间审计人员

的能力框架设置各专业的课程。

第二，审计学的理论基础是逻辑学，审计人员应具备较强

的侦查能力，故应在审计技术与方法中增加逻辑学和侦查学

的知识和技能。

第三，审计学的应用性很强，课程设置应从统筹的角度系

统地安排理论讲授课和实验课，不能仅仅将实验课作为理论

讲授课的配套课程。审计学科体系涵盖四个重要部分，即审计

基础理论、审计内涵与审计外延、审计技术与方法、审计实务，

依次形成金字塔的塔基和塔尖（时现，2005）。笔者认为，前两

类课程应以理论讲授为主，后两类课程应以实验为主。

第四，合理运用教学组织方式，使学生具备相关的职业能

力。案例教学方式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分析能力、问题解决能

力、决策能力和进行职业道德教育；情景扮演和分岗位操作的

方式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沟通能力、协作能力、领导能力等；程

序化操作的方式则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执行能力、实务操作能

力等；小组谈论和演讲等方式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

能力、领导能力、沟通能力和表达能力等（陈静然，2006）。

四、建立理论与实践的动态互促机制

第一，建立多类型的长期合作实践基地。目前多数高校已

建立的审计实践基地多为会计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是培

养民间审计人才的好地方，但是不利于培养内部审计人才等

其他门类的审计人才。因此，有必要与设有内部审计部门的大

型国有企业或企业集团建立合作关系，一方面这种方式可作

为审计学专业教师获取实际经验的渠道，另一方面可为企业

内部审计部门培养后备力量。另外，还可与当地审计机关建立

合作关系，使之成为培养政府审计人才的渠道。

第二，进行审计学专业教师实践能力的培训。目前对审计

学专业教师的培训多集中在理论知识的学习上，事实上，教师

还可自学理论知识，但不是每个审计学专业的教师都有条件

自己进行实践，即使有条件，也可能仅限于提高其个人实践能

力，未必能形成审计学专业教师团队的整体实践力量。因此，

必须由学校出面，通过实践基地、参与培训以及课题调研等形

式创建实践培训的机制，安排审计学专业教师轮流培训，并在

教师工作量计算上给予政策支持，在培训资金上予以保障。只

有这样，许多实务经验才能及时被审计学专业教师吸收并最

终转化为理论成果。

第三，构建“事先规划、事中挖掘、事后整理”的学生毕业

实习指导模式。目前的学生毕业实习一般由教师分散指导，实

习报告由学生自己完成，缺乏团队规划，没有充分利用毕业实

习资源。笔者认为，应提高毕业实习的效益，做到“实践出真

知”。事先规划指按照学生毕业实习单位和实习岗位，组建内

部审计、政府审计等小组，由审计学专业教师布置实习的任务；

事中挖掘指审计学专业教师对学生进行持续指导，使学生具

备善于发现问题的能力，学生根据任务和目标在实务操作

过程中不断积累实际经验；事后整理指学生将实务操作过程

和获取的经验写进实习报告，由审计学专业教师组织将同组

的资料归纳整理，形成新的教学题材或实践题材。

第四，鼓励学生组建实践类社团或兴趣小组，发表专业方

向的文章，或在教师的审计课题中承担资料收集等工作，并奖

励实践学分。

主要参考文献

1援刘世林援 论我国审计人才需求和高校审计人才培养模

式援审计与经济研究袁2006曰5

2援时现等援全国高校审计学科课程建设与教材建设论证

会综述援审计与经济研究袁2006曰1

3援石爱中援审计学的学科属性及其教学要求援审计与经济

研究袁2005曰4

阴窑64窑财会月刊渊理论冤 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