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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探索

环境中发挥的作用或能力
。

审计职能即审计的功能
,

是指审计能够干什么事
。

目前
,

一般认为
,

审计具有

监督
、

评价
、

鉴证等功能
。

审计本质和审计职能都是

审计本身所固有的
,

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

但我们在这里务必要分清楚审计本身的本质和职

能与我们对审计本质和职能的认识
。

审计到底具有怎

样的本质和职能
,

这是一个值得我们作出不懈努力予

以探讨的问题
,

就象我们无法完全把握真理
,

只能无

限地靠近它
。

我们之所以认为审计具有了上述的本质

和职能
,

那是我们通过对审计历史的考察
,

根据审计

在具体历史环境下已完成 了怎样的任务
、

达到了怎样

的目标
,

相应地认为审计具有怎样的职能
,

再从诸多

的审计职能中抽象概括出审计本质
。

这种审计本质和

审计职能都属于我们的认识
。

也就是说
,

我们现有的

关于审计本质和审计 目标的认识
,

仅仅是我们对审计

的认识
。

这种认识是不是审计真正的本质和职能
,

还

有待于实践的检验 ; 也正是有了实践的检验
,

我们对

审计的认识才会不断加深
,

从而对审计本质和审计职

能认识的偏差才会越来越小
。

由于真正的审计本质和职能我们无法完全把握
,

而现有的关于审计本质和职能的认识
,

是我们在探讨

审计本质和职能过程中的一个暂时性结论
,

而结论的

形成
,

依据的是审计在不同历史环境下对审计 目标的

完成
。

因此
,

认为审计本质决定审计职能
,

审计 目标

只能在审计职能的范围内发挥作用
,

从表面上看并没

有与审计的历史发展相矛盾
,

但是这种认识往往会限

制审计在实践中的作用
,

这样审计就不可能取得发

展
。

审计本质
、

审计职能和审计目标之间真正的关系

是
: 人们根据审计对 目标的完成而认为审计具有相应

的职能
,

再根据职能抽象出审计本质
。

二
、

审计动因
、

审计环境与审计 目标在审计研究

中的 , 要性

动因即事物产生与存在的原因
。

研究事物的动因

对于了解这一事物是至关重要的
。

审计的发展同样应

该符合其 自身产生与存在的因果关系
。

吴水澎教授曾

对会计动因研究的重要性作过精辟的论述
: “

所谓会

计基本理论
,

是对会计最为基础的理论问题的本质和

规律性的认识
。

因此
,

既可以把它理解为是整个会计

理论根基的部分
,

也可以把它理解为是探讨其它会计

理论问题的基础
。

之所以我们要研究会计产生的动

因
,

并把它列为会计的基本理论问题
,

是因为它要解

决会计存在的客观必然性问题
,

这也是探讨其它基本

理论问题
,

诸如会计与环境和会计的对象
、

职能
、

属

性
、

方法等问题的基础
。 ”

(吴水澎
,

19 96 )会计动因属

于会计基本理论问题
,

审计动因同样属于审计基本理

论问题
,

它是我们进行审计研究
、

发展审计理论与实

务的前提
。

社会环境是社会进化的确定因素
,

除了社会环境

以外
,

社会现象不再有其他可以依赖的共存条件
,

离

开社会环境
,

也就无从研究社会现象
。

社会现象是与

它所处的历史环境相互依存的
,

如埃米尔
·

迪尔凯姆

曾明确指出
: “

一件现在发生的事情
,

它的原因不可能

在 目前社会 中找得到
,

必须寻根于以往 的社会
。 ”

(E m i l e D u r
汕

e im
,

19 9 9 )审计环境系指与审计产生
、

发

展密切相关
,

并影响着审计思想
、

审计理论
、

审计组

织
、

审计法制
,

以及审计工作发展水平的客观历史条

件及特殊情况
,

它是研究处于不同历史时期的审计之

出发点
。

郭道扬教授曾这样解释过会计环境在会计研

究中的作用
: “

考察会计职业之兴起
,

会计学科之建

设
,

以及论其发展变化的历史动因及时代特质
,

必然

要从环境问题研究入手
,

由此方能究其渊源
,

探明原

理
,

洞察其本质
,

揭示其规律
。

事实表明
,

如果不从

会计环境问题研究着手
,

对会计的现时与未来的提示

及作出的评价
,

非但不可能客观地
、

公正地及全面地

作出结论
,

而且往往会造成评价偏差
,

使问题的揭示

带有较大的片面性
。 ” “

倘若缺乏正确的环境观念
,

缺

乏对客观环境的正确认识与深入分析
,

那么
,

对会计

理论问题的研究及对会计实务的改进便无法建立在科

学的基础之上
”

(郭道扬
,

1 9 92 )
。

这些论述同样适用

于审计
,

即审计环境是审计唯一的共存条件
,

审计的

研究必须从审计环境着手
。

审计 目标是关于审计系统所应达到境地的抽象范

畴
。

它是审计环境对审计系统要求的反映
,

也是审计

系统满足审计环境要求的标准
,

在实务上引导着审计

系统的运行
,

是审计实践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

审

计系统内部的一切机制都围绕着审计 目标而发挥作

用
,

通过优化审计行为来实现审计目标
。

审计 目标通

过引导审计系统的运行
,

不断根据审计环境的要求发

展审计实务
,

在此基础上带动审计理论的发展
。

虽然

不同的审计环境决定了不同的审计 目标
,

但这种 目标

是客观需要在人的主观上的反映
,

它能为人们所确切

把握
,

人们能够以审计 目标为引导
,

不断发展审计实

务与审计理论
。

综上所析
,

研究审计不能脱离审计动因和审计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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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计的发展应符合审计本身的因果关系
,

同时与它所处的审计环境相

适应
,

而审计的发展是在审计 目标的引导下实现的
。

研究审计动因是为了

确定的审计 目标符合审计本身的因果关系
,

研究审计环境是为了确定的审

计目标与它相适应
。

因此
,

审计动因和审计环境的研究都是为审计 目标的

确立服务的
。

三
、

审计理论体系结构的 , 构

根据以上研究的结论
,

我们可将审计理论体系构建如下图
:

可见
,

审计理论包括审计基本理论和审计应用理论
,

审计基本理论决

定审计应用理论
,

审计应用理论是审计基本理论运用的结果
。

在审计理论

一
市什基本理论 审计应用理论

—
计审实映

审审计劝因因
审审什坏幼幼
审审什 目标标

审计对象

一
审计法
体舰范

审计创
度设什

审什饭设
审计准
月级范

审计工
作姐权

审计旅侧

一审计权 .

1
审计本质

市什 . 业

遨. 舰范

审计工
作租序

体系中
,

各审计理论要素之间的关系如下 :

l( )审计对象是审计作用的客体
,

不同的审计 目标决定审计对不同的审

计对象进行作用
。

(2 )审计假设是审计人员面对多变复杂的审计环境
,

对某些未经确切认

识或无法正面论证的事项和现象所作出的合理推断
。

审计假设的确定是由

审计所处的审计环境和所要达到的审计目标所决定的
。

(3 )审计原则是审计人员进行审计实务时解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

它们决

定于所要达到的目标
。

(4 )审计职能是关于审计功能的抽象范畴
,

是审计本质的具体化
。 “

事

物的原因与功能这两类问题
,

不仅应该分别研究
,

而且应当把原因问题放

在功能的前头去考察
。

这种先后次序符合事物本身的次序
。

研究一种现象
,

应首先寻找它的原因
,

然后再考察它的功能
,

这是顺理成章的
、

符合逻辑

的方法
。

按照这种方法先了解事物的原因
,

可以进一步帮助我们理解它的

功能
。 ”

( E m i l e D u r k h e im
,

19 9 9 )可见
,

审计动因的研究要在审计职能之前
,

审计职能是在符合审计因果关系的基础上
,

通过审计目标的完成而逐步形

成的认识
,

并通过审计 目标的实现得到体现
。

审计职能的抽象化即为审计

本质
。

(5 )审计应用理论主要体现在审计法律规范
、

审计准则规范和审计职业

道德规范等三个方面
,

它们共同决定了审计制度设计
、

审计工作组织
、

审

计工作程序等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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