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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审计程序若干问题的思考

审计程序作为实施审计工作的基本步骤
是审计 “三化” 建设的重要内容。 我国现代
审计起步较晚， 对审计程序的研究尚处于初

级阶段。 在建设我国审计工作 “三化 ” 的进
程中， 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来探讨审计程
序的内涵和相关问题对于完善我国审计理论
体系， 制定我国审计准则和实现我国审计工
作的 “三化” 都具有其现实的迫切性。

一、 审计程序基本涵义的探讨

程序一 词的最一般涵义为过程方式， 即
实施或作用于某事物的方法。广义的审计程

序是指与审计过程有关的所有程序。 即审计
程序不仅包括审计人员所实施的审计工作的

程序， 还包括审计人员制订审计目标， 确定
审计标准， 提出所需证据和向审计人员提供
审计证据的所有其他人所执行的程序。 就审
计程序一 词的基本涵义而言， 审计程序是指
实施审计工作的基本步骤。 审计程序的涵义
应当包括下列特征：

I • 审计程序涵义应当以具体的审计实
施过程为基础。 审计程序作为实施审计工作
的基本步骤， 其基础是建立在具体的审计实

施项目之上的， 作为审计实施基本步骤的审

计程序其涵义应当与审计项目实施的过程相
一致。

2．审计程序涵义的外延应当以审计项目
的实施过程为度。审计程序涵义的外延是受
到审计程序涵义的内涵所制约的， 即任何超
越审计项目实施基本步骤的活动都不属于审

计程序的范畴。

趴审计程序涵义应当概括审计实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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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过程。 任何审计过程中的一个步骤或阶
段都不是该涵义的全貌， 即仅具有审计程序

涵义的部分步骤或审计实施过程的部分活动
都不属审计范畴。 换句话说， 审计程序涵义
具有不可分割性。

确立审计程序的基本涵义的若干特征是
我们探讨审计程序涵义及其相关问题的基
础。 审计程序概念是审计理论见之千实施的
重要方面。 在我们探讨审计程序时常会碰到
一些审计程序方面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例如
审计程序和审计工作程序；审计程序和后续
审计，审计程序与审计调查等等。 这些问题
不仅是审计程序的涵义或者说是审计理论问
题， 更是审计实践的问题。 从审计程序的基

本涵义出发， 依据审计程序涵义的基本特
征， 我们可以对上述有关审计程序的问题作
进一 步的探讨。

二、 审计程序若干问题的思考

（ 一 ）审计程序与审计工作程序。
如果我们把实施审计的过程视作审计工

作的过程， 那么审计程序和审计工作程序是

无区别可言的。但是如果把审计工作的过程
不仅看作实施审计的过程， 还包括对整个审
计工作管理的过程， 那么审计程序和审计工
作程序的涵义就不尽一致了。

审计作为人类的社会活动， 不仅有其专
业的特性， 也具有人类其它社会活动的共

性， 即群体的管理。 这些群体的管理活动

就国家审计和企业单位内部审计而言包括

我国各级审计组织审计任务的确定， 审计工
作计划的制订和审计组织和人员的日常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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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就社会审计而言包括审计业务的承接，
客户关系的维系， 行业业务的协调和各组审
计组织和人员的日常管理。 如果把审计工作
不仅视作专业的活动还包括对该专业的管
理， 那么审计工作的程序中就不仅包括实施
审计的基本步骤还包括审计工作管理的过
程。

但是， 当我们将审计程序作为一种专业
的术语或概念来分析时， 是否应当包括审计
工作的管理过程呢？我们知道专业术语或概
念其涵义应当具有区别于其它专业的特征。
审计程序作为审计专业的术语或概念应当是
指审计专业所特有的内容， 即仅指审计专业
活动的基本步骤。 任何不具有审计专业特性
的活动或过程都不能冠以审计程序。 因此 ，

当我们在描述审计程序时不应把这些人类一
般社会活动的管理过程列入审计的程序。 虽
然我们可以用广义的审计程序定义和狭义的
审计程序的定义来解释，但从审计程序的基
本涵义出发， 注重审计程序概念对审计实践
的指导性时， 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
论 ， 采用不包括审计管理活动过程的审计程
序定义对指导审计实施更具有实践意义 ， 采
用不包括审计管理活动过程的审计程序定义
更能反映审计程序的内涵。

首先， 审计程序是相对于审计实施过程
而言的。 如果在实施审计工作的基本步骤中
包括了审计工作管理的过程， 必然使审计程
序涵义的外延扩展， 使审计程序这个专业的
概念或术语不仅包括其专业的特定内容也包
括对审计工作管理过程这一非审计专业活动
的内容， 超越了审计程序的基本涵义。

其次， 审计工作的管理是对审计工作管
理者而言的， 而审计工作的管理者和审计工
作的实施者往往不是同 一类人员。 在审计人
员中大多数人是审计项目的实施者而不是审
计工作的管理者。 把审计工作的管理过程也
列入审计程序， 必然使审计项目实施者产生
对实施审计工作基本步骤认识和理解上的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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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 使审计程序这一专业概念或术语失去了
其对审计项目实施所应有的指导意义。

（二）审计程序和后续审计。
审计程序是实施审计工作的基本步骤。

审计实施的基本步骤主要包括审计准备， 审
计实施和审计报告或审计终结三个阶段。 但
在我国的 一些审计教科书或审计专业文献中
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论述， 把审计程序的基
本步骤概括为四个阶段， 即审计准备， 审计
实施、审计报告和后续审计阶段。 后续审计
是审计程序的基本步骤吗？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后续审计。
所谓后续审计是指由审计人员（常常是指原
审计人员）对已审查过的被审单位或审计项
目所作的审计结论、决定和建议， 在被审单
位贯彻执行或落实的情况在原审计活动结束
后的一段时间再进行审查和评价。 这种回访
性审计具有两个主要特征：第一， 后纹审计
不是一个审计项目连续过程的组成部分， 即
就审计项目实施过程而言， 两次审计之间在
时间上是间断的。 第二， 在后续审计过程
中 ， 审计人员为了对原审计结论、 决定和建
议在被审单位的贯彻落实悄况作出审查和评
价仍需进行调查准备、 收集证据、作出评价
并写出审计报告。换句话说在后续审计过程
中 ， 审计活动的过程仍含有审计程序的基本
步骤 ， 即审计准备、审计实施和审计报告三
个阶段， 后续审计和原审计的区别仅是审计
内容的侧重点不同。 后续审计的过程就是一

般审计的过程， 因而把后续审计列入审计程

序的第四阶段是不符合审计程序的基本涵
义的。

我们把后续审计看作 一种独立的或者说
是完整的审计过程并不否认后续审计和原审
计之间存在着的审计单位和审查内容的相关
性和相继性。 如果说这种审计内容或单位的
连续性就是审计过程相继性的依据， 那么把
这个概念扩展开来， 我们能否认为今年对某
一被审单位的财务审计就是对去年同 一单位



审计过程的 一个阶段呢？审计内容上的延续
性并不是审计过程的相继性。 审计程序是指
审计实施的基本步骤。 实施审计的基本步骤
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必然性， 一个阶段或步骤
的工作是为后一 阶段或步骤的必要阶段或步
骤， 各阶段或步骤依序进行构成 一个完整的
审计过程。 从这一意义上说， 审计程序的基

本步骤具有不可分割性也具有不可缺少的必
要性。 而后续审计作为一种回访性审计并不
是任何一个项目审计都必须具有的。 这种
审计是否进行常常需根据实际需要而定。 在
我国目前所开展的审计项目， 进行后续审
计的还是占少数。 因此， 把后续审计作为审
计程序的 一个基本步骤或阶段无论从理论上
还是从实践上来看都不是科学的。

（三）审计程序和审计调查。
目前在审计中常用的审计调查一词大致

有三种含义： 一是把审计调查作为实施审计
中的一种方法或手段， 即用来确定审查的重

点， 收集审计证据。 二是把审计调查作为实

施审计的一个基本阶段， 即作为审计程序中

的审计准备阶段。 三是把审计调查作为一种

新的审计。

把审计调查作为实施审计的手段或方法

是因为在实施审计的过程中，审计的 一部分
活动具有调查的特征。 审计人员在审计过程
中为了解情况， 收集证据常常需要了解和查
询 一些问题或线索。

把审计调查作为实施审计的 一个阶段，
即审计准备阶段是因为审计实施过程中首先
要了解被审单位的有关情况， 而了解情况的
过程可以视作调查的过程。但审计准备阶段
并不仅仅是了解被审单位的情况，作为实施
审计的准备， 审计人员不仅要了解被审单位
的有关情况， 还需拟定审计方案、 确定审计
标准和其他的有关准备工作。 把审计调查作

为审计准备阶段是扩大了审计调查的内涵。
把审计调查作为 一种审计则是混淆了审

计和审计方法的界线。 “调查”一词已被广

泛地运用千法律、 公安和会计等方面。它被

用来表达旨在确定和追踪某一事件的线素和

原因的过程。1972年， 美国会计学会(AA

A)在 “审计基本概念说明 ” 的报告(ASO
BAC)中认为 “调查 ”一词表述审计人员为
了确定主题证据的真实性而采取的程序。 审

计过程和调查过程之间是有区别的。
首先， 审计过程是评价审计证据的过

程， 而调查的过程则是收集证据的过程。 在

审计过程中我们处理的是主题证据，在调查
过程中我们 一开始并没有证据， 调查的过程

就是为了产生或恢复这些证据。 我们可以在

调查之后， 在它为我们提供了主题证据之后

进行审计。 调查的过程是经过设计用来发现

没有断言的事物的启发过程， 而审计的过程

是对已有断言的事物进行审计评价的过程。

其次， 就审计活动的程序而言主要包括

审计准备、 审计实施和审计报告三个阶段，
任何一个称之为审计的活动都必须在其过程
中具有这样三个基本步骤。分析一下审计调

查过程我们就可以看到审计调查过程一般具

有四个阶段＄ ＠初步阶段， 审计调查的初步

阶段是审计人员用他对周围环境的知识和专

业能力来发现某种现象，＠确定模式或假设
阶段， 即审计人员将一些零散的事件联系起
来并作出其假设，＠证实阶段， 在这一阶段
审计人员需寻找证据以证明其作出的假设，
＠调查结果的审查阶段， 审计人员通过对调
查结果的审查以确定被调查事物的真相。

把审计调查区别于审计其目的在于更好
地把握审计概念、审计程序概念和更好地运
用审计调查的方法。 我们并不否认审计调查
实践的开展在我国具有积极的意义。 但是审
计调查和审计是有区别的， 审计调查是一种
方法， 并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审计。 把握住这
一点才能有利于我国审计理论和实践工作者
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更好地运用和完善审计调
把这一行之有效的审计手段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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