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悦·宰援尚德尔是美国著名的审计学家，其所著的《审计理

论》一书全名为《审计理论：评价、调查和判断》，实际上是莫

茨和夏拉夫审计理论思想的扩展和深化。该书成书于 员怨苑愿

年，美国会计学会曾经为该书举行过专题讨论会，并出版了

介绍性的小册子。全书共分为定义和基本假设、审计结构（审

计模式）、信息心理、信息传递上的障碍、审计理论结构的要

素、审计程序、审计与调查和审计原则八章。其理论价值主要

有两点：一是丰富和发展了审计理论结构体系；二是首次把

审计判断作为审计理论结构的要素进行研究。但该书也存在

不足之处，比如在结构安排上不尽合理，其审计假设导向的

理论结构值得商榷。

一、理论基石：审计是信息传输过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本书的绪论中，尚德尔指出：“定义是基石，是人们研

究每一门学科及其理论的基础。一旦建立起了恰当的定义，

知识的本体就能够得以确定。而理论，包括它的假设、结构、

原则、标准等就可遵循一般哲理分析方法而建立起来”。所

以，他在本书第一章第一部分即从语义哲学、传播理论和思

维心理学的角度展开研究，其研究结果为：“审计是一种旨在

确立某种标准之遵循情况，进而表达意见或判断的人类评价

过程”，“审计是信息传输过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而

将审计的定义扩展到了一些并不认为是审计的活动。尚德尔

也正是在此基础上导出审计假设，从而展开审计理论研究

的。尚德尔的整个审计理论结构都涉及信息传输的问题，这

一结构的核心环节是审计判断和衡量。审计人员要做出判断

和衡量，必须获得明确的目标信息、审计标准信息以及真实

的证据信息，并将这些信息进行联系、比较，最后做出的判断

要能够顺利地传输给信息使用者。

“信息”是过去或最近接受的数据所形成的概念和观念，

由于“数据金字塔”的存在，数据要成为信息必须满足一些

前提条件。为此，尚德尔教授在研究审计理论时分析了信息

心理、信息传递中的障碍及其解决办法，提出了一整套基本

审计假设，包括目的假设、意见或判断假设、证据假设、标准

假设和传输假设（传输定理）。这些假设理论是尚德尔整个

审计理论结构体系研究的逻辑起点，在此基础上作者推导出

了审计目的、审计标准、审计判断和审计证据等要素，使得整

个审计理论结构体系逻辑严密，内容丰富，而且为后人的审

计理论研究甚至整个学术研究提供了借鉴。

二、主要贡献：丰富和发展了审计理论结构体系

建立起科学、合理的审计理论结构体系，对于加快审计

理论的建设，推动审计实践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最

早提出审计理论结构体系设想的是莫茨和夏拉夫，他们认为：

“审计是有理论基础的，在审计行为活动的背后，存在着一整

套基本的假设和完整的概念体系”。在《审计理论结构》

一书中，他们提出“审计理论结构体系由一个核心五个层次

构成”。一个核心是指数学、逻辑学、形而上学等，五个层次是

指基本哲学、审计假设、审计概念、审计标准和实际运用。这五

个层次可以分为三大类，即审计基本理论、审计制度理论和审

计行为理论，其排列是呈锥形的。在莫茨和夏拉夫所构建的审

计理论结构体系中，审计概念（包括证据、应有的审计关注、

公允表达、独立性和道德行为）处于核心地位，哲学是研究的

逻辑起点。他们运用哲学思维和方法进行研究，从而形成“哲

学基础寅假设寅概念寅标准寅实际应用”的审计理论结构模

式。《审计理论结构》这一开拓性著作设计了初步的审计理论

结构框架，后人论述审计理论几乎都是在他们所奠定的基础

上进行的，因此该书被誉为审计理论研究史上的第一座里程

碑。但莫茨和夏拉夫在该书中对其设想的审计理论结构里的

“标准”和“实际运用”（方法程序）两个要素的研究基本尚

未接触。

尚德尔的《审计理论》实际上是莫茨和夏拉夫审计理论

思想的扩展和深化，其主要体现在审计理论结构体系的构建

上。尚德尔继承了两位学者的核心思想，同时又发展了他们的

理论。尚德尔认为，任何一门科学的理论都应该包括公设、定

理、结构、原则和标准五个基本要素。公设是指无需证明便获

得承认的基本概念或观点；定理是由公设解释的命题，命题的

有效性是基于基本假设之上的；结构是说明一个学科中各个

部分及其相互联系的模式；原则是用以解释实务的有普遍联

系的一些常规（惯例），它们被用来解释实践；标准是对实务

的质量标准或要求。作者正是按照上述五个基本要素来构建

审计理论结构体系的，并提出了“审计假设寅审计定理寅审

计结构寅原则寅标准”的审计理论结构模式。与莫茨和夏拉

夫的审计理论结构模式相比，尚德尔的创新之处在于：淤从假

设中衍生了“定理”这一要素，但又放在同一层次上；于将说

明理论结构组成部分及其相互关系的“结构”作为一个要素；

盂“原则”和“标准”两个要素相当于把莫茨和夏拉夫审计理

论结构模式中的“标准”要素一分为二。

不仅如此，尚德尔教授还重点探讨了审计结构的要素、审

计原则、审计程序和审计调查等内容，这也是对莫茨和夏拉夫

审计概念的重要补充和发展。莫茨和夏拉夫在《审计理论结

构》一书中指出审计概念包括证据、应有的审计关注、公允表

达、独立性和道德行为，但他们同时指出审计概念可能并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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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如此。所以尚德尔教授试图接受这个挑战，并从基本原理

出发，对评价过程、判断、调查和证据逐一进行研究，以便建

立这些概念，分析这些概念间的联系和它们的用途。他认为

审计过程是由一系列相互依存的判断或决策链构成的，其中

所包含的基本要素有：目的、标准、判断、证据和衡量等。尚德

尔教授指出审计过程中首先要确定审计目标，因为审计目标

决定审计重点和审计决策；其次是制定能达到审计目的的标

准（决策模式），以便进行提要或判断；再次是收集和验证证

据；第四是进行判断；最后是衡量，即在审计报告中表达最终

的判断结论。尚德尔教授认为广义的审计程序是指与审计过

程有关的所有程序，它不仅包括审计人员所实施的程序，还

包括制定审计目的、确立审计标准、指出所需要的证据和向

审计人员提供审计证据的所有其他人执行的程序。而审计调

查是收集审计证据的过程，它主要包括构建其他替代物、确

定模式或假设、证实和调查结果的审查四个阶段。审计原则

是指为实施审计而在实践过程中应遵循的一组指导原则或

建设性意见，尚德尔主要列示和解释了排他原则（目的性原

则）、审计标准的原则、判断的原则、证据的原则。排他原则是

指确定审计目的，从而决定审计判断、审计标准和审计证据；

审计标准的原则是要解决审计判断中与证据进行比较的标

准的质量，它包括整体性、客观性和相关性三条；判断的原则

包括确实性（存在）原则、胜任力原则、独立性原则、完整性

原则和可传递性原则；证据的原则包括可获得性原则、独立

收集证据原则、直接的原则、证实性原则和倾向性原则。

三、重要特色：提出了审计结构的审计判断要素

会计作为一个信息系统，在对会计信息进行确认、计量

和传递的过程中存在着许多不确定性，需要运用多种会计判

断。审计和会计紧密相关，由于会计信息及产生这些信息的

会计系统是审计的主要对象，会计信息的不确定性直接构成

审计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同时，审计评估标准也存在不确

定性和多样性，这些因素综合制约着审计，使其在收集证据、

评价审计对象公允性的过程中需要随时运用各种判断。

在本书中，尚德尔教授首次把审计判断作为审计结构的

要素来研究，把判断与目的、标准、证据一起作为审计中的传

输基本假设，并对审计判断的原则和作为判断过程的判断标

准、证据进行了探讨，这对提高审计质量具有重大影响。尚德

尔教授的这种探索为后人进行审计判断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尚德尔在审计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审计假设中就

提出了意见或判断的基本假设，指出存在人类的意见和判

断，且它是可传输的，这为后面大量的审计判断研究提供了

理论依据。在审计结构模式的探讨过程中，尚德尔教授构建

了富有特色的审计理论结构，其突出表现就是纳入了审计判

断这个要素，并将其作为一个核心要素进行阐述。审计提供

的产品是有价值的信息，审计结果的正确表达是它的终极目

的，因此确定审计活动的目的要求有一个中间的或最终的决

定，它使判断成为必要，如果没有一个正确的判断或结论，就

难以完成该项审计工作，所以尚德尔认为审计判断在审计理

论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首先，审计判断的内容丰富，并形成

一个体系。任何判断都是四种相互联系的判断体系：确定目

标的判断；对所应用标准的判断；对证据可靠性的判断；最终

的判断参照目标及其要求完成。其次，审计判断贯穿于整个审

计理论体系，是连接其他各要素的重要桥梁。判断的主要任务

是将制定的审计标准和收集的审计证据进行对比，得出审计

结论，这样就将标准、证据和衡量三个要素紧密联系在一起。

另外，审计判断也包括对确定的审计目的是否合理、制定的审

计标准是否科学进行判断。尚德尔还单独对审计判断的心理

过程和判断原则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一种判断可能不正确的

原因在于：所运用的标准有缺陷；证据不真实；将标准应用于

基本证据时有错。同时，存在众多标准以及缺少对标准进行思

维审查的训练和机会，对判断过程缺少总体理解的加工，也是

导致判断失误的因素。如前所述，判断的原则有确实性（存

在）原则、胜任力原则、独立性原则、完整性原则和可传递性

原则。

四、有待商榷：以审计假设为基础构建审计理论结构体系

尚德尔教授是以审计假设为基础构建审计理论结构的。

审计假设导向的理论结构有其历史进步性和合理性，但还未

获得广大实务工作者的认可，有待进一步商榷。其中比较典型

的是对审计本质导向理论结构的挑战，这一理论结构大致可

描述为：审计本质寅审计假设寅审计目标寅审计准则寅程序

方法寅报告。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这个结构使得审计理论结

构体系的基础更加牢固，理论层次更高。也有学者指出审计假

设确实是审计理论结构中的核心问题，但应该是列于审计本

质及审计目标之后的一个层次，因为我们不可能依据审计假

设推导出审计本质和审计目标，如果把审计假设置于第一层

次，审计理论结构就缺乏严密的逻辑关系。随着社会的发展，

人们认为社会环境对审计理论和实务的影响会越来越大，因

此也有人建议将审计社会环境纳入审计理论结构中。

尚德尔教授将“结构”作为审计理论结构的一个要素也

值得讨论。正如他本人所说，结构是“用以解释一门科学（学

科）的组成部分及其相互关系的”。既然如此，再将其作为审

计理论结构的一个要素是不成立的，因为这不符合“结构”与

“要素”的定义要求。而且从“结构”与审计理论结构的字面

意思上看，也会让读者感到两个概念范围含混不清，使读者陷

入概念连环套的困境，这从前文尚德尔教授的审计理论结构

模式的要素和审计结构的要素中可见一斑。另外，尚德尔教授

将“概念”与“假设”这两个要素置于“标准”之下，且仅将

“假设”视为决定“技术方法”与“审计过程”的因素，这有些

本末倒置、反逻辑之嫌。

尽管《审计理论》一书存在不完善之处，但其深受莫茨和

夏拉夫《审计理论结构》的影响，堪称一部不可多得的系统且

详尽地论述审计理论的上乘之作，为规范式审计理论的发展

做出了突出贡献，被誉为审计理论发展史上的第三座里程碑。

在《审计理论》一书中，作者从审计的基本原理出发，就审计

理论建设问题大胆提出了自己的设想，给莫茨和夏拉夫的审

计理论框架注入了新的生机，把对审计理论和实践的探讨又

向前推进了一大步。由于本书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员怨怨圆年经

汤云为教授等译成中文，纳入文硕、汤云为主编的“会计审计

知识更新丛书”，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正式出版，并被收入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圆园园源年 员月出版的《西方会计学名著

导读》一书之中。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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