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共产党审计思想研究（1921−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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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系统梳理与总结 1921−1949 年中国共产党审计思想的历史演变，不仅可以为构建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审计理论体系提供理论基础，而且对于讲好中国共产党审计历史、传播中国共产

党审计思想、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审计制度，都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从思想

史角度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审计思想进行了系统性与理论性的梳理、提炼与总结。研

究发现：（1）1921−1949 年中国共产党审计思想经历了由浅入深、层层递进的三个发展阶段，即

1921−1926 年以认识审计本质及其重要性为主要特征的思想产生阶段，1927−1936 年以认识审计独

立性和权威性为主要特征的思想初步形成阶段，1937−1949 年以认识审计功能多元化为主要特征

的思想发展阶段。（2）中国共产党审计思想有三个重要理论来源，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财政与监

督理论，二是中国传统的国家审计思想，三是西方审计方法与理论。（3）中国共产党审计思想具有三

大理论创新。一是在坚持党领导审计工作的基础上深化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监督思想，指出了国家

审计的本质，强调了审计独立性，拓展了审计功能；二是改变了中国传统国家审计的封建专制理念，

强调民主法治；三是突破了西方审计理论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审计目标，将为人民群众服务作为审计

的根本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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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中国共产党审计思想是指中国共产党依照法律对财政经济活动进行审计监督的思想。当

前，审计在维护国家财政经济秩序、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促进廉政建设、保障社会经济健康

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018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强调：“加

强全国审计工作统筹，优化审计资源配置，做到应审尽审、凡审必严、严肃问责，努力构建集中统

一、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审计监督体系，更好发挥审计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的重要作用。”①

加强审计工作离不开对党的审计历史的了解和梳理，以便更好地继承和发展。1921−1949 年，中

国共产党的审计工作作为一种独立性的经济监督活动，在审查监督财政收支、支援战争、维护人

民群众根本利益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为建立新民主主义政权奠定了财政经济基础。因此可以

说，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就一直高度重视审计监督工作。通过研究中国共产党审计思想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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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审计理论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连续性，中国共产党在探

求经济现代化的历史过程中积累了很多宝贵的历史经验，而历史维度能帮助我们更好地从纵向

上理解当前我国的国家审计思想及其理论渊源。

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审计监督，目前学术界已有一些专门研究。已有成

果主要集中于对革命根据地的审计制度、审计机构的演变进行历史性梳理与描述。张希坡

（1982）探讨了革命根据地审计立法的基本内容及经验，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人民民主政权

制定审计法规的经验具有重要价值；邢俊芳（1989）梳理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审计监督制度的产生

与演进，指出独立的财政经济活动是审计制度产生的重要原因；李金华（2004）认为革命根据地的

审计制度虽不完善，但对中国革命事业的历史贡献十分明显；方宝璋（2013）从组织、制度、工作方

式、精神文化等层面概述了革命根据地的审计经验；朱灵通和何瑞铧（2018）强调群众路线是革命

根据地审计的重要经验；汪德华等（2021）论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百年国家审计；中华人民

共和国审计署（2021）组织撰写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审计工作史》详细梳理了党在根据地审

计工作的历史演变。总体而言，目前学界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审计的研究仍较

为薄弱，现有成果主要侧重于对中国共产党的审计监督制度进行史实性描述，而缺乏从思想史

角度进行系统性与理论性的提炼总结。因此，本文将从理论上认识和阐述 1921−1949 年中国共

产党审计思想的来源，①阐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传统国家审计思想和西方审计思想是中国共

产党审计思想的理论来源，提炼与总结中国共产党审计思想的理论创新之处，进而探索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理论构建的历史渊源。总之，从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来看，本文可能的研

究贡献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系统梳理与总结 1921−1949 年中国共产党审计思想的历史演

变，反映中国共产党在战争条件下对审计思想的积极探索和审计思想演变的历史逻辑，总结与

提炼中国共产党审计思想的理论来源与创新因素，从理论上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审计

理论体系提供基础；二是在深入推进审计全覆盖和学习百年党史的新时代，回顾与总结中国共

产党探索审计思想的历史经验，对于讲好中国共产党审计历史、传播中国共产党审计思想，进而

学习好、总结好中国共产党党史，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审计制度，都有十分重要的

现实意义。

二、中国共产党审计思想的历史演进

（一）关于审计本质及其重要性的思想与认识：中共审计思想的产生（1921−1926 年）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始就认识到审计的本质及其重要性。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审计思想

的主要内容和重点是在政策与实践中阐述对审计本质及其重要性的认识与主张。最早体现中共

审计思想的是 1923 年江西萍乡安源路矿罢工后经济委员会审查部的设立，审查部拥有审查会计

股、庶务股、教育股等部门账簿的权力（刘家义，2016）。②1925 年中共领导的省港罢工委员会设立

了审计局，职责是审核各机关预算决算事务。③次年 3 月，省港罢工委员会颁布的《审计局组织

法》进一步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审计局有“审计自省港罢工委员会以下各机关所有经常费用之

审计权”。④这是中国共产党首次以法律形式规定审计监督预算的职责，反映出其对审计本质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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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1921−1949 年中国共产党审计思想主要包括国家审计、党务审计和军队审计思想。由于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进行的审计工

作具有国家审计的性质，且相关资料较多，因此本文主要论述国家审计思想。

② 参见刘家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制度研究》，商务印书馆、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26 页。

③ 参见邓中夏：《邓中夏全集》，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 532 页。

④ 引自《审计局组织法》，《工人之路》，1926 年 3 月 29 日第 274 期，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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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重要性的认识。显然，这一时期中共认为审计是一种经济监督行为。在审计机构和制度法规

得以初步建立的同时，一些早期共产党人从审计监督财政预决算的角度论证了审计的重要性。

1926 年，邓中夏指出审计监督预决算对于省港罢工胜利的重要意义。①实际上，早在中国共产党

成立前，毛泽东就有了关于审计重要性的认识。1918 年，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校友会任职

时就遵守审计纪律，他毕业时“将本会一切会金器物图书及簿据等移交审计喻恒皮文光二君”。②

以上表明，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就认识到审计的本质及其对监督财政预决算的重要性与必要

性。在此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积极建立审计机构、制定审计法规，其主要目的是为了监督组

织的财政预决算。可以说，审计制度、审计实践以及早期共产党人关于审计本质及重要性的认

识，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对审计思想最明确的表述，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审计思想的产生。但总体来

说，由于革命斗争形势复杂，该阶段的审计思想还处于萌芽阶段，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对审计的认

识尚处于不系统、不成熟的初级阶段。

（二）关于审计独立性与权威性的认识：中共审计思想的初步形成（1927−1936 年）

随着中央苏区相对稳定的地域形成以及革命形势变化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对审计的认识也

日益深化。这一阶段审计思想的显著特征是，一方面继续强调审计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另一方面

则重点关注审计的独立性与权威性。这些思想不仅在一些早期共产党员的论著中有所体现，而

且大量反映在审计政策的制定与权威审计机构的设立上。1930 年阮啸仙指出，苏维埃组织系统

应设立工农监察委员会。③1932 年 8 月通过的《财政部暂行组织纲要》指出，在财政人民委员部

之下设立审计处，“审计处掌管关于总预决算的审核，簿记之检查及审核国家预备之支出，国库

现金及存款事项”。④显然，中央苏区政府成立后，中国共产党进一步从组织条例的高度明确了审

计在监督、审核政府财政收支方面的重要作用。基于这样的认识，提高审计的独立性与权威性成

为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审计工作的重点。

1933 年中央审计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审计独立性与权威性的认识初步形

成。中央审计委员会是与中央人民委员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最高法院拥有同等地位的机

构，直接隶属于中央执行委员会。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审计工作的全面领导，体现了审计的权

威性和独立性。1934 年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苏维埃组织法》进一步明确了中央审计

委员会的职责是审核国家财政收入与支出，监督国家预算的执行。⑤经过政府组织法的明文规定

后，审计独立性明显提高，权威性也得到大幅提升。此阶段审计已开始走上法治化和制度化的轨

道，成为监督财政收支的重要武器。阮啸仙就此指出：“我们苏维埃的会计工作的建立和预决算

制度之初步实现，在我们财政经济战线上，在苏维埃法度里打下了一个根基。”⑥可见，苏区时期

中国共产党已经把审计定位为最高层次的经济监督，审计思想开始由初级阶段进入相对高级的

阶段。审计目的开始由单纯的监督财政收支发展到通过监督财政收支以建立廉洁政府，同时兼

具了经济、政治双重目标。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审计监督财政、促进反腐倡廉的思想认识已开始初

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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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邓中夏：《省港罢工报告》，《工人之路》，1926 年 4 月 29 日第 304 期，第 1 版。

② 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3 年

版，第 83 页。

③ 参见刘林松：《阮啸仙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第 255−256 页。

④ 引自中国审计学会、审计署审计科研所：《中国革命根据地审计史料汇编》，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205 页。

⑤ 参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苏维埃组织法》（1934 年 2 月 17 日），《红色中华》，1934 年 2 月 22 日，第 6 版。

⑥ 引自《中央审计委员会关于四个月节省运动总结》，《红色中华》，1934 年 9 月 11 日，第 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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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审计功能多元化的思想与认识：中共审计思想的进一步发展（1937−1949 年）

这一阶段审计思想的主要特征是中国共产党对审计功能认识的不断深化与拓展，审计功能

日趋多元化，审计思想进一步发展。中国共产党已把审计制度当作边区财经制度的重要组成部

分。1937 年 2 月到达陕北的中国共产党恢复审计委员会，谢觉哉指出：“严格执行审计制度，我

们以前是这样办的，以后还是这样办。”①中国共产党对审计功能的认识建立在审计机构的多次

调整之上。根据战争时局和实际情况的变化，此阶段有时实行财审分离，有时实行财审合一，审

计机构隶属关系经历了多次变化。1937 年 9 月审计委员会改为陕甘宁边区审计处，直属于边区

政府；1938 年 3 月审计处变为财政厅的下属单位；1939 年 4 月审计处再次直属于边区政府；

1939 年 12 月审计处又隶属于中央财政经济部；1940 年 10 月审计处改为财经处，仍隶属于边区

政府；1941 年 9 月财经处撤销后恢复审计处；1942 年 8 月至 1946 年 12 月审计工作归财政厅负

责；1946 年 12 月至 1949 年 5 月，审计处再次恢复为直属于边区政府的独立机构；1949 年 5 月后

审计处又隶属于财政部门。②总体来说，实行财审分离、审计机构隶属于边区政府这种形式，审计

的独立性和权威性较高。

在审计机构隶属关系数次曲折的变迁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对审计功能的认识逐步深化。

1939 年边区政府规定，审计处负责审查全边区行政机关预算决算、公有物、征税征粮收支、金库

收支、公产估价变卖、公营事业收支、政府补助、贪污浪费等事项。③该项制度下的审计功能较广，

但此后不久审计处即归中央财政经济部管理。为此，1940 年 1 月李富春、曹菊如、林伯渠及时提

议组织中央审计委员会或提高财政经济部审计处的职权。④同年 2 月曹菊如又提出从政治方面

扩大审计功能，“审计制度过去仅限于从多用几毛钱来考虑，没有用政治眼光看决算，（没有）从

政治上、计划上规定预算”。⑤显然，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至少从经济与政治两个方面来考虑审计

功能。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把审计与发展边区经济相联系。任弼时指出，发展解放区

经济应“严格执行预决算、审计、金库及移交等财政制度”。⑥1948 年《陕甘宁晋绥边区暂行审计

条例》明确指出，审计条例是为发展国民经济、加强支援解放战争。⑦除陕甘宁边区外，其他根据

地也明确了审计在监督财政收支、保障供给、减轻人民负担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关于

审计功能的认识不仅继承了审计关注财政收支的思想，还把审计与发展国民经济、维护人民群

众利益、反腐倡廉和实现民主法治相联系，从而拓展了审计职能，使得审计功能呈现出多元化特点。

将 1921−1949 年期间几个阶段中国共产党的审计思想连起来看，发现建立并严格执行审计

监督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的政策主张。每个阶段的审计思想不仅源自中国共产党在理论

和政策上对审计观点的阐释，也来源于根据地的数次审计实践。从中国共产党对审计本质及其

重要性的认识，到对审计独立性与权威性的认识，再到对审计功能多元化的认识，中国共产党对

审计监督的认识日趋清晰与深化，审计思想的广度和深度都得到了拓展，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审

计思想演进的历史逻辑。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审计思想的历史演进，一方面是出于解决根据地财

政困难、发展经济、保证供给、巩固革命政权并最终取得战争胜利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顺应近

代中国提倡民主法治、依法治理的结果。中国共产党的审计思想经历了“从审计实践中来，并指

张晓玲：中国共产党审计思想研究（1921−1949）

① 引自谢觉哉：《谢觉哉文集》，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45 页。

② 参见陕西审计学会、陕西省审计研究所编写组：《陕甘宁边区的审计工作》，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9−30 页。

③ 参见中国审计学会、审计署审计科研所：《中国革命根据地审计史料汇编》，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209 页。

④ 参见中国审计学会、审计署审计科研所：《中国革命根据地审计史料汇编》，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338 页。

⑤ 引自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曹菊如文稿》，中国金融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38 页。

⑥ 引自任弼时：《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401 页。

⑦ 参见山西省档案馆档案：《陕甘宁晋绥边区暂行审计条例》，1948 年 10 月 1 日，A90-4-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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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审计实践”的过程。这说明，中国共产党善于在历史与实践中发现规律与理论，审计思想不是

凭空形成的。正是中国共产党对审计历史经验的深刻理解，使得中国共产党审计思想呈现出兼

收并蓄、继往开来的理论品质。中国共产党审计思想已成为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中国共产党审计思想的理论来源

（一）马克思主义国家、财政与监督思想

中国共产党审计思想是在审计实践中形成的理论观点，离不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与

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明确把国家、财政和监督理论纳入其研究体系中。马克思主义理论首先

分析了国家与财政之间的内在关系。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阶级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

物。当阶级和私有制产生后，阶级矛盾和斗争便随之产生。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国家作为缓和阶

级矛盾的工具产生了。因此，国家的实质是“维护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统治的机器”。①国家

既是阶级斗争的产物，也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并不是从来就有的。恩格斯指出，

国家是在阶级冲突中为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而产生的。随着分工的出现，氏族被“分工及其后果

即社会之分裂为阶级所炸毁。它被国家代替了”。②国家产生之后，除了处理阶级矛盾，还要履行

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国家具有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的双重职能。恩格斯

指出：“国家和旧的氏族组织不同的地方，……第二个不同点，是公共权力的设立。”③可以说，维

持公共权力、管理社会公共事务是国家的基本社会职能。为了实现其职能，国家需要财政。财政

税收是国家实现其职能的保证。马克思明确强调：“捐税体现着表现在经济上的国家存在。”④总

的来说，财政是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财政的产生与生产力的发展、国家

的出现具有密切的内在联系。由于生产力水平的发展，阶级、私有制和剩余产品随之产生，国家

出现后便开始集中分配一部分剩余产品，财政应运而生。财政为维护国家权力和国家职能的实

现提供了重要的经济基础，是国家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

马克思主义理论进一步论证了国家、财政与监督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只要有国家

存在，国家把权力赋予官员干部，官员干部就有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的可能。恩格斯指出：

“官吏既然掌握着公共权力和征税权，他们就作为社会机关而凌驾于社会之上。”⑤马克思批评

了黑格尔利用“等级制”和“同业公会”特权的方法以约束权力的观点。⑥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

提出的依靠官僚内部“等级制”的监督和以国家权力为基础而形成的同业公会监督的观点并非

有效的监督方法。马克思认为，为防止国家权力被滥用，“只有在这种组织中人民才能成为一个

等级，也就是成为中间等级”。⑦也即防止国家权力被滥用的有效办法是由人民掌握监督权。马

克思总结了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进一步提出国家职能由人民的勤务员执行，为人民服务的思

想，“一切社会公职，甚至原应属于中央政府的为数不多的几项职能，都要由公社的勤务员执行，

从而也就处在公社的监督之下。……社会公职不会再是中央政府赏赐给它的爪牙的私有财

产”。⑧在马克思看来，人民普遍参与权力、保证人民的政治权力是权力制约和监督的重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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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引自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4 页。

② 引自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186 页。

③ 引自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167 页。

④ 引自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181 页。

⑤ 引自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167−168 页。

⑥ 参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67 页。

⑦ 引自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69 页。

⑧ 引自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22 页。

•  24  •



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实施人民对国家的监督。列宁非常重视审计监督对于国家的重要作用，他认

为人民群众普遍参与监督是克服腐败和官僚主义的重要途径，“为了防止这些人变成官僚，……立刻

转到使所有的人都来执行监督和监察的职能”。①显然，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国家、财政与监督

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从国家、财政与监督的辩证关系出发，深刻

论述了防止干部滥用国家权力、从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的根本途径是由人民群众对国家进行

监督。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审计监督是制约官员行为、监督财政分配、维护国家利益、实现国家职

能的重要工具。审计监督与国家、财政密不可分，审计监督与财政都因国家而产生，都是为国家

服务。

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地分析了监督与

国家、财政之间的密切关系，揭示了彼此之间的互动和规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审

计制度旨在监督财政收支、依法约束权力并保障人民利益。解释中国共产党审计思想的理论来

源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财政与监督理论。较早提出审计思想的一些早期共产党员在建党

前就已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并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如邓中夏于 1920 年 3 月成为我国最早

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革命团体“北京大学马克斯学说研究会”的成员（肖超然，1979）。②

阮啸仙建党前后就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分析中国问题，并通过“爱群通讯社”发行《共产主

义 ABC》《阶级斗争浅说》等小册子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③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已经确立马克

思主义的思想建党原则。因此，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审计思想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

的指导下形成的。如阮啸仙认为，群众审查监督财政是防止贪污浪费的办法，④这体现了他对审

计与财政、权力制约关系的认识。毛泽东也强调会计、审计监督制度对于财政经济建设的重要作

用，“节约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为着我们的经济建设，是我们会计制度的原则”。⑤由

此可见，早在苏区时期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共产党就有了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比较

接近的关于审计监督的思想认识。山东滨海解放区审计人员回忆指出，建立审计工作是当时财

政工作发展的需要。⑥这条朴实的回忆包含了其对审计与财政之间密切关系的认识。因此，新民

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一系列审计监督制度的制定大都围绕财政经济展开，各根据地审计

条例和法规创立的背景和出发点也主要集中于解决财政困难、规范财政制度并发展经济，以保

证人民群众利益和革命战争的胜利。在充分吸收马克思主义国家、财政及监督思想并结合中国

具体实际的过程中，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审计思想得以逐步形成，标志着马克思主

义理论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财政及监督思想成为中国共产党审计思想的重要理论

来源。

（二）中国传统的国家审计思想

中国传统的国家审计思想对于中国共产党审计思想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自

成立之日起，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毛泽东非常重视中国传统文化资

源，他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

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⑦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更加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张晓玲：中国共产党审计思想研究（1921−1949）

① 引自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10 页。

② 参见肖超然：《北京大学与“五四”前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 年第 3 期。

③ 参见中共河源县委宣传部、中共河源县委党史办：《阮啸仙研究史料》，内部发行 1985 年，第 346 页。

④ 参见《中央审计委员会稽核瑞金经济开支的总结》，《红色中华》，1934 年 4 月 5 日，第 3 版。

⑤ 引自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34 页。

⑥ 参见山东省审计厅：《山东审计史料》（下），内部资料 1993 年，第 688 页。

⑦ 引自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5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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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代价值。中国传统的国家审计历史悠久，其中蕴藏着的优秀思想，为中国共产党审计思想的

形成提供了丰厚滋养和思想来源。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审计思想与中国传统的国家审计思想是相通的，存在继承

与发扬的关系。国家审计思想在中国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中国古代审计思想中的“考”“听”

“计”“勾”“稽”“比”“磨”“勘”等包含了诸多国家审计思想（刘家义，2016）。①早在西周时期中国

就出现了针对官吏财经政绩进行考核监督的官计制度。据《周礼》记载，西周时期官职“宰夫”的

职权是“考其出入，而定行赏”（李金华，2004）。②这其中体现的就是一种国家审计思想。春秋战

国时期，官计制度改为上计制度，秦《效律》的颁布标志着审计监督有了相关法律规范（刘家义，

2016）。③秦汉时期，国家审计思想包含在上计制度和御史审计制度中，审计监督制度依然重在审

查 官 吏 财 经 方 面 的 政 绩 。 汉 代 的 《 上 计 律 》 表 明 传 统 国 家 审 计 思 想 的 进 一 步 发 展 （ 李 金 华 ，

2004）。④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的国家审计思想主要体现在“比部”这一专职审计监督机构的设

立和勾检制度的建立上，比部的职责是对各地财政财务账簿进行审查监督（夏寒，2018）。⑤两宋

时期，以“审计”命名的监督机构首次出现，审计方法有较大拓展，审计范围也逐渐扩大。审计专

职机构的设立表明审计独立性开始凸显，传统的国家审计思想有了较大进步（方宝璋，2017）。⑥

明清时期，国家审计监督职能由监察机构行使，实行“监审合一”的科道审计制度，审计监督的独

立性和权威性进一步增强。晚清政府还曾计划建立独立于行政系统之外的专门的“审计院”（李

金华，2004）。⑦可以看到，虽然中国传统审计监督的机构和形式在不断变化，但其职能和目的一

直以监督国家财政经济、维护统治者政治统治为中心。从秦汉时期的《上计律》、隋唐时期的

《唐会要》，到清代的《钦定大清会典事例》，这些都规定了考核官吏财政经济治绩的具体内容和

程序（李金华，2004）。⑧中国传统社会的一系列审计机构及制度包含了丰富的国家审计思想。总

体来看，“考核监督官吏财经政绩”可谓中国传统国家审计思想的精髓，言简意赅地表明了中国

传统的国家审计思想的核心内容和目的。

不难发现，在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上，中国传统国家审计思

想都基本延续了监督财政经济的含义，凝练地包含了现代国家审计思想的基本思想。在中国传

统国家审计制度演进过程中，审计机构的权威性和独立性逐渐加强，体现出中国传统国家审计

重视权威性和独立性的思想。随着时间推移，这些思想不断被后人丰富发展，成为新民主主义革

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审计思想的重要来源，为中国共产党审计思想的产生与形成提供了宝贵的思

想素材。例如，中国传统审计思想史上的“权而索利”“计凡付终”“明法审数”“王自听计，乱乃始

生”等蕴含了丰富的关于国家审计的产生原因、重要性、核心内容、方法等审计思想，包含了诸多

与中国共产党审计思想相通的思想元素。“权而索利”反映了国家审计产生的原因和重要性。

“计凡付终”“明法审数”则包含了国家审计的主要内容是监督全部的财政经济，以及依法进行审

计的思想。“王自听计，乱乃始生”则指出了传统国家审计的局限性，暗含了人民群众参与审计

的思想。晚清时期拟议审计院的成立，更凸显了中国传统审计思想强调审计独立性和司法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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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副主席戎子和指出，抗战初期边区各地大都沿用旧政府的官厅审计、会

计制度，后根据新式会计原理和太行地区的经验，才修订了审计规程。①显然，中国共产党成立后

形成的以监督财政收支为核心内容、以维护人民利益为根本目标、强调审计独立性和权威性的

审计思想，是以中国传统国家审计思想为基础和前提的，是吸收中国传统国家审计思想精华的

创新成果，是对中国先前审计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总体来说，中国传统国家审计思想蕴含着的优

秀审计思想，成为中国共产党审计思想产生的重要土壤，为中国共产党审计思想的形成奠定了

重要基础。

（三）西方审计方法与理论

纵观中国近代史，马克思主义理论与西方诸多思想大量涌入中国。在此过程中，伴随着中国

共产党历史性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西方其他优秀的审计监督思想也影响着中国共产党审计思

想的形成与发展。中国共产党审计思想的形成离不开对西方审计思想的批判性学习与借鉴。中

国共产党是学习型政党，自其成立之初就倡导批判地借鉴与运用西方优秀的思想理念，这也是

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条件。1944 年 7 月毛泽东指出：“我们信奉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思想方

法，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忽视中国文化遗产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外国思想的价值。”②新民主主义革

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一直坚持洋为中用，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进而推动

自身理论的创新发展。中国共产党对西方审计思想的学习主要体现在对西方审计的方法、理论

等的学习上。

西方审计思想源远流长，早在古罗马时期就出现了具有国家审计性质的经济监督工作，但

较为系统的近代审计制度一般认为产生于工业革命后。清末洋务运动时期，西方审计思想开始

传入我国，但直至 20 世纪初，西方审计思想才在政府审计中得到普遍应用。20 世纪前期，以潘序

伦为代表的一批海外留学生积极主张引进西方审计方法，提倡用西方审计思想改革中国传统审

计（赵友良，1996）。③潘序伦是较早将西方审计科学介绍到中国的审计学者。他归国后提倡运用

西方审计的概念、框架、方法、原理改革中国的传统审计，并撰写了《审计学》学术著作。中国共产

党审计思想对西方审计思想的吸收与借鉴体现在中国共产党积极学习潘序伦等人的审计学、会

计学著作上。如苏中区审计委员会成立后，专门派人去上海购买潘序伦著的《审计学》作为课本

进行业务与理论学习。④抗战时期晋绥边区图书馆也藏有潘序伦的《审计学》《会计学教科书》

《各业会计制度》等著作。⑤这些著作主要介绍西方审计或会计的概念、目标、框架、方法与理论

等。图书馆藏书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学习西方审计理论的态度与倾向，也能大致判断出图书馆读

者的主要学习内容。曾在苏中根据地财经部工作的闵之回忆了中国共产党把西方审计理论与中

国国情相结合，学习借鉴并批判地运用西方审计理论，进而创造有中国特色的审计理论的事例。

抗战时期苏中区财经干部培训班邀请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审计科长讲课，由于讲的是“国

民党的一套（说也难，那时还没有根据地的一套），学员听不懂”。⑥后经过基层调查研究，结合实

际并参考上海立信编写的会计丛书，苏中区财经部自己编了教材，“有了现实内容，结合实际讲，

学生听懂了”。⑦资料所提到的“国民党的一套”主要源自西方审计思想。民国审计思想产生的主

张晓玲：中国共产党审计思想研究（1921−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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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原因是在西学东渐的历史背景下审计界接受了欧美和日本的审计思想（方宝璋，2010）。①这说

明，在中国共产党审计思想形成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一方面注重学习借鉴西方审计的相关理论

与方法，另一方面则结合实际创造适合根据地的有自身特色的审计理论。此外，中国共产党任用

熟悉西方审计业务与理论的审计学者担任根据地审计负责人，也反映了党对西方审计思想的学

习与借鉴。如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华东局决定由曾在潘序伦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工作、熟悉西方审

计思想的顾准主持渤海地区的财经工作。②进一步来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的

审计本质及其重要性、审计功能与目标、审计独立性与权威性、审计人员依法审计的职业素养等

审计思想，与多年后美国审计学家莫茨和夏拉夫提出的审计理论的核心概念（如证据、应有的审

计关注、公允表达、独立性和道德行为等）也较为接近。③可以说，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审计思想

是积极学习和借鉴西方审计理论的结果。总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的指导下汲取西方审计监督思想中的积极、有益成分，注重学习西方审计的理论与方

法，为中国共产党现代化审计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相应的理论基础，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审

计监督思想的进步性与科学性。

四、中国共产党审计思想的理论创新

（一）立足中国实际，在坚持党领导审计工作的基础上深化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监督思想，

指出了国家审计的本质，强调了审计独立性，拓展了审计功能

审计实践推动中国共产党对审计认识的前进。结合中国国情，中国共产党明确把国家审计

的本质定义为党领导下的经济监督行为，并将国家审计定位为最高层次的经济监督，重视审计

独立性，在实践中推动审计功能多元化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审计思想的理论创新

之一。这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化与发展。

从审计的本质和地位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审计思想立足中国实际，在坚持

党领导审计的基础上，深化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关于监督的认识，极大强化了审计独立性

和权威性，建立了独立性更高、权威性更强的审计专门机构，并独立行使经济监督权。苏区时期

中央审计委员会直接隶属于中央执行委员会；全面抗战时期，各根据地先后成立了审计委员会，

领导均由各级党、政、军主要负责人担任；解放战争时期，各解放区除延续抗战时期各级审计委

员会外，还成立了各大区财政经济委员会作为最高决审权力机关，如西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华东

财政经济委员会、华北财政经济委员会等。④显然，马克思主义理论虽然阐述了监督与国家、财政

的密切关系，揭示了监督对于财政、国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由于各方面条件局限，马克思、恩

格斯并未将这种理论进行独立的具体阐述并付诸实践。对此，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原理

的指导下，结合中国具体国情，在实践中践行了审计是最高经济监督的本质，并明确提出审计独

立性的特征。这一时期审计机关的领导人曾多次提出了审计独立性和权限的问题，如谢觉哉提

出“应审计独立”的思想，⑤陕甘宁边区政府审计处处长刘景范也指出审计处应成为审查财政收

支（包括生产）的最高权力机关。⑥可见，中国共产党不仅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关于监督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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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而且还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明确了审计本质，强化了审计的独立性和权威性，丰富了

中国共产党审计思想。

从审计功能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审计的功能日益多元化，已突破马克思、恩

格斯、列宁对监督功能的认识。这些创新思想体现在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审计功能的重要论述

上。1942 年谭震林指出财政预决算审计制度是革命胜利的保障，是革命秩序的一种。①太岳区审

计科长何俊指出根据地审计对象和功能很广泛，包括“党、政、军、民、机关、部队、学校之财政、财

务收支、建设项目、人员编制，制定法规制度、打击贪污浪费等”。②至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

已经把审计监督与根据地生产、经济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1946 年谢觉哉指出审计委员会的职

责是“把财政重心的观念改为生产重心的观念”。③显然，中国共产党审计不仅与国家财政预决

算、财务制度建立、军需供应密切联系，还与经济发展、反贪污腐败、党风廉政建设以及社会治理

相联系，审计功能呈现多元化特点。因此，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审计思想是中国共产

党探索现代化道路的重要理论成果，是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改变了中国传统国家审计的封建专制理念，强调民主法治

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传统国家审计思想不仅有继承，而且更是一种改变与超越。虽然中国传

统审计思想历史悠久，但传统审计主要为封建统治者服务，既缺乏先进阶级的领导，也无科学思

想的指导。中国共产党审计思想改变了中国传统国家审计为封建统治者服务的专制理念，极力

强调民主法治。众所周知，近现代审计是民主法治的产物，也是推进民主与法治的工具。国家审

计发展的广度、深度与民主法治进程密切相关。中国共产党审计监督制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指

导下的科学的法律规范，任何权力均不可随意干扰。这是中国共产党审计思想的又一理论创新

之处。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法制建设，一贯强调依法办事。在依法办事思想的指导下，依法审计成

为中国共产党审计思想的重要特点。中国共产党审计思想坚持审计法治化和规范化，赋予审计

机构较高的法律地位和独立地位。不论是苏区时期，还是抗战以及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不

仅在组织法、宪法中规定了审计监督的内容，还制定了一系列地方性审计法令、条例、决议等，并

将其运用到审计实践中去。从某种意义上说，审计法令法规的颁布表明中国共产党审计工作是

具有强制性的国家经济监督活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审计思想的法治理念。抗战时期淮北行署

财办主任雷明要求审计工作者在监督审核财政收支时坚决维护审计制度，严厉批评了不能依法

审计的现象：“我是×长，我有权力，我批了钱你就得给，有我对上级负责。……制度就是限制这些

人的，对这些人是一种束缚。”④陈云也指出审计中的实际困难，审计不好审，“但只要坚持原则，

公平合理，问题是可以解决的”。⑤这些论述表明中国共产党审计以严格依法办事为原则，强调审

计相关法律的权威性，把依法审计作为制约权力、监督财政以及社会治理的基本方式。各地审计

实践也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依法审计的理念。如山东抗日根据地泰山区审计科科长程子栋回忆了

一个县长托某专员找他批钱被他严词拒绝的事。⑥可以说，在战争环境中，中国共产党强调依法

张晓玲：中国共产党审计思想研究（1921−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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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的理念，不仅在理论层面对中国传统审计有突破，而且还将其付诸根据地审计实践。

重视由人民监督政府的民主理念也是中国共产党对传统审计思想的突破。党和政府的领

导人曾多次提出由人民监督政府的思想。1945 年毛泽东提出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

敢松懈的思想。①1946 年谢觉哉专门针对审计工作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审计工作与传统审计的

根本区别在于其民主理念，“旧的审计院是官僚机关，我们不要”。②传统审计遵循的是封建专制

理念，中国共产党审计坚持的民主理念是对传统审计的重大改变。此外，中国共产党审计思想的

民主理念还体现在注重公开审计结果上。苏区时期，中央审计委员会常在《红色中华》报纸上公

布各部门的预算、开支等审计结果。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及其他各根据地也会

在各地党报（如《解放日报》《晋绥日报》等）公布财政预决算的审计结果。审计结果公开制度，体

现了中国共产党审计思想要求的透明性与民主性。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将民主和法

治理念渗透至审计工作的方式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审计思想的积极探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审

计思想对传统审计思想的理论创新。这种创新不仅体现在理论层面，而且也体现在具体审计实

践中。这不仅是近代民主法治的产物，是中国审计近代化的重要标志，而且是中国共产党探索新

民主主义经济道路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共产党推进新民主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重要成果。

（三）突破了西方审计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审计目标，将为人民群众服务作为审计的根本目标

中国共产党审计思想是民主法治的产物，其根本目标是为人民群众服务、向人民公开、对人

民负责。把审计监督与维护人民群众利益紧密结合，坚持审计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共产党审计

思想的重要理论创新，也是其区别于西方审计思想的一个显著标志。这一理论创新来源于中国

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因此，与西方审计为资产阶级服务

的根本目标不同，中国共产党审计工作始终以减轻人民负担、维护人民群众利益为根本目标。中

国共产党审计工作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思想主要表现为维护人民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两个方面：

首先，在维护人民群众经济利益方面，中国共产党在设计审计制度和进行审计实践时始终

把人民利益当作最终目标，在审计实践中高度关注群众的切实经济利益，致力于揭示损害人民

群众经济利益的问题。抗日战争时期，邓小平就指出根据地经济政策的制定必须以人民福利和

抗战需要为出发点。③因此，中国共产党审计制度的根本出发点是为人民服务。1943 年晋冀鲁豫

边区审计会计干部培训班开学时某领导指出，审计工作不好的原因之一是不知道审计为人民服

务。④1946 年太岳行署审计会议也指出，审计要做到“减轻人民负担，恢复人民经济，改善人民生

活”。⑤不难看出，中国共产党审计思想始终围绕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这个中心，致力于促进根

据地经济发展和保证战争胜利。

其次，在维护人民群众政治利益方面，中国共产党强调群众参与审计、群众监督政府，充分

维护人民群众的政治利益。为人民服务的理念是激励中国共产党审计工作不断推进、审计思想

不断丰富的根本动力。如 1934 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审计条例》要求政府

审计吸收广大工农群众对于审计的意见。⑥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各级单位大都设立了经民主选

举产生的、由群众进行监督的审计基层组织。⑦华中根据地财务工作会议多次强调要“专业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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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引自谢觉哉：《谢觉哉日记》（下），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986 页。

③ 参见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五），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02−103 页。

④ 参见山西省审计局、山西省档案局：《山西革命根据地审计历史资料选编》，内部发行 1989 年，第 138 页。

⑤ 引自中国审计学会、审计署审计科研所：《中国革命根据地审计史料汇编》，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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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群众审计相结合”。①由此可见，依靠群众是中国共产党审计工作的群众基础。中国共产党审

计监督制度充分考虑人民群众意见，积极吸收群众参与审计，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的宗旨。这一宗旨要求中国共产党的审计监督工作必须依法独立开展，加强群众参与和

监督，进而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可以说，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思想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审计理

论创新的根本方向。

五、结论与启示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初就开始积极探索审计监督思想。1921−1949 年虽处特殊历史条件

下，但中国共产党制定并践行了一系列具有理论创新的审计监督制度，为根据地经济建设和战

争胜利提供了重要支撑。从中国共产党对审计本质及其重要性的认识，到对审计独立性与权威

性的认识，再到对审计功能多元化的认识，中国共产党对审计监督的认识日趋清晰与深化，审计

思想的广度和深度都得以拓展，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审计思想演进的历史进程和历史逻辑。实践

证明，中国共产党审计思想符合根据地财政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符合人民群众的基本要求，体

现了中国共产党对财政经济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和卓越的政治远见。中国共产党审计思想是在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结合中国具体实际，继承中国传统的国家审计思想和学习借鉴西方

审计思想的过程中形成的，是在实践中不断创新、深化和丰富的。其中包含的一系列有关审计本

质与独立性、审计功能多元化、审计与民主法治、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审计目标等审计监督思想，

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审计思想的理论创新。可以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审计思想是

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进行理论创新的成果，构成了近代中国审计思想和新

民主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审计思想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审计理论的重

要历史源泉，对于当前国家审计监督理论体系建设有着重要启示，其中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深

思与总结。一是强调中国共产党审计思想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理论的基础。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审计理论构建需要强调历史延续性，奠定思想史基础。新时代审计监督理论与新民主主

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审计监督思想存在承继与发展的关系。深入研究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

国共产党审计监督思想，对于充分把握中国共产党审计监督思想的核心与精髓，揭示审计监督

对于规范财政经济活动、促进根据地经济建设和保证革命战争胜利的重要作用，科学总结中国

共产党审计监督历史经验和规律，进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审计理论体系，都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二是保持审计监督的独立性与权威性，推进国家民主法治建设和国家治理现代

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审计监督机构就被赋予了很强的独立性和权威性，而审计

法律规范是维护独立性和权威性的依据与标准。一系列审计法律规范和制度的出台，特别是宪

法对审计监督的规定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能够依法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和审计

工作顺利开展的根本保障，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审计监督思想坚持依法审计、强调民主法治的基

本要求。在推进审计全覆盖的当今时代，强调审计独立性和权威性，坚持依法审计，对于推进国

家民主法治建设和国家治理现代化尤为重要。三是坚定审计监督为人民群众服务、以人民为中

心的根本目标。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审计监督思想的核心是，通过监督财政经济活

动，促进根据地经济发展，并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坚持把实现

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②显然，现阶段我们更应

张晓玲：中国共产党审计思想研究（1921−1949）

① 引自江苏省审计局、江苏省审计学会：《江苏革命根据地审计史料》，内部资料 1995 年，第 105 页。

② 引自《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人民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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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国家审计监督制度的基本内核和审计

监督工作的方向，把群众监督融入审计监督，保证审计监督服务人民。这也是中国共产党践行初

心使命的体现。

　　* 感谢上海财经大学创新团队支持计划“中国经济转型的历史与思想研究”、上海财经大学中央高校基本

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2021110068）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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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Audit Thought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from 1921 to 1949

Zhang Xiaoling1，2

(1. School of Economics,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3,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Nanjing Audit University, Nanjing 211815, China)

Summary:  Since its birth,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has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udit system and actively explored the audit thoughts. However, at present, the study on audit

during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period is relatively weak in academic research. The existing achieve-

ments mainly focus on the historical description of the audit and supervision system of the CPC, and there is a

lack of systematic and theoretical summa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deological history. According to the needs

of finan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erving the war, the CPC’s audit thoughts experienced a historical

evolution process of birth, initial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from 1921 to 1949. This process includes the

evolution of the CPC’s understanding from the essence and importance of audit to the independence and au-

thority of audit, and then to the diversification of audit functions, reflecting the understanding track of going

from shallow to deep. Based on describing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 CPC’s audit thoughts, this paper ex-

plores the theoretical sources of the CPC’s audit thoughts and summarizes the theoretical innovation. The res-

ults show that there are three main factors of the CPC’s audit thoughts: The first is the Marxist theory of state,

finance and supervision; the second is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state audit thoughts; and the third is the Western

audit methods and theories. The CPC’s audit thoughts are the integration and theoretical innovation of the

above three aspects, including a series of ideas about audit essence, audit functions and audit objectives, which

shows the important contribution of the CPC in continuously promoting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inherit-

ing and carrying forward Chinese traditional audit thoughts, critically learning from Western audit thoughts

and so on. The possible research contributions of this paper include the following two aspects: First, it system-

atically combs and summarizes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 CPC’s audit thoughts from 1921 to 1949, re-

flects the CPC’s active exploration of audit thoughts and the historical logic of the evolution of audit thoughts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war, and summarizes and refines the theoretical sources and innovative factors of the

CPC’s audit thoughts, which provides the basis for constructing the national audit theory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ory and practice. Second, it has important enlightenment significance for telling

the audit history of the CPC, spreading the audit thoughts of the CPC, learning and summarizing the history of

the CPC, and adhering to and improving the national audit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period；  audit；

 supervision； thou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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