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审计原理与实务>>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审计原理与实务>>

13位ISBN编号：9787122015679

10位ISBN编号：712201567X

出版时间：2008-2

出版时间：7-122

作者：张秀杰

页数：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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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审计原理与实务>>

内容概要

　　《高职高专“十一五”规划教材：审计原理与实务》以财政部颁布的最新审计准则、会计准则及
相关法律、法规为依据，借鉴审计理论与实务发展的最新成果，考虑了高等职业教育特点，从审计理
论与实务两方面进行了详细地阐述。
在审计理论部分深入浅出地阐述了审计的基本原理，包括：审计的产生与发展、审计的职能作用、审
计计划与审计程序、审计重要性与风险评估、审计证据与审计工作底稿、内部控制及其评审等内容。
在审计实务部分，结合审计实务工作的实施和具体经验，以业务循环法为主详细讲解了销售与收款循
环、购货与付款循环、生产费用循环、投资与筹资循环、货币资金等审计实务和审计报告实务方面的
知识。
　　《高职高专“十一五”规划教材：审计原理与实务》以独立审计为主线，内容翔实、丰富，理论
与实务兼顾，全面反映了当代审计理论与实务的发展趋势，体现了高职教育审计教学的特点，可以作
为高职高专、成人教育的会计及相关专业的审计教材，同时可以作为审计、会计人员的培训参考教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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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审计概论　　第一节　审计的产生与发展　　一、政府审计的产生与发展　　审计是审
计机关依法独立检查被审计单位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会计报表以及其他与财政收支、财务收支有
关的资料和资产，监督财政收支、财务收支真实、合法和效益的行为。
它是基于经济监督的需要而产生的。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产生审计的国家之一。
据《周礼》记载，西周时期就出现了带有审计性质的财政经济监察工作。
当时，在中央政权设置的官职中，位于下大夫的“宰夫”一职，负责审查“财用之出入”，并拥有“
考其出入，而定刑赏”的职权。
宰夫在“天官家宰”系统下，独立于财计部门，这个职位虽然不高，但其所从事的工作却具有审计的
性质，这标志着我国政府审计的产生。
秦汉时期是我国审计的确立阶段，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初步形成了统一的审计模式；二是
“上计”制度的建立和日趋完善，所谓“上计”制度，就是皇帝亲自听取和审核各级地方官吏的财政
会计报告，以确定赏罚的制度；三是审计地位的提高，职权的扩大。
隋唐在刑部之下设“比部”，建立了比较独立的能司审计之职的机构。
特别是唐代，由于经济发达、政治稳定，审计地位提高，对中央和地方的财物收支实行定期的审计监
督，国家审计有了明显发展。
宋太宗淳化三年（公元992年），我国的审计机构由诸军、诸司、专勾司更名为审计院，从此以后“审
计”一词开始正式使用。
、在我国的元明清各朝，君主专制日益强化，审计虽有发展，但总体上是停滞不前的。
在这三个朝代国家审计陷于中衰时期。
辛亥革命以后，中华民国于1912年在国务院下设审计处，1914年北洋政府将其改为审计院，同年颁布
了《审计法》。
当时国民政府的审计法几经修改，但由于政治腐败，贪污横行，使审计制度徒具形式，并没有发挥应
有的经济监督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未设立独立的专职审计机构，对财政经济的监督由财
政、银行、税务等部门通过其业务分别在一定范围内进行。
l978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全党全国的工作重点转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实
行经济体制改革，国民经济蓬勃发展。
在1982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
）中，规定了实行审计监督制度。
据此，1983年9月15日，国务院正式设立审计署，地方各级政府的审计机关相继建立，随后公布了一系
列审计法规，卓有成效地开展了审计监督工作，在维护国家财经法纪、促进增收节支，搞好廉政建设
、加强宏观调控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使我国审计工作得到了迅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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