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引言

审计内容关注的是审计什么，金融审计内容也

不例外，其关注的是金融审计究竟审计什么。在审计

实践中，政府金融审计内容经历了多个发展阶段，许

多审计机关还在继续探索金融审计内容。不同金

融机构的内部审计内容也存在差异，且不同的金融

审计内容需要不同的审计方法与之匹配，还会产生

不同的审计结果，进而产生不同的审计效果，可见，

金融审计内容的确定是金融审计制度建构的核心

内容。

目前还未发现有专门研究金融审计内容的文

献，金融审计内容是金融审计实践中必须解决的一

个问题，所以许多研究金融审计的文献对此都有涉

及，主要观点有发展阶段论、功能定位论和金融业务

论。但是，上述观点都未能贯通经典审计理论，总体

来说，金融审计内容还是缺乏一个基于经典审计理

论的系统化的理论框架，本文拟致力于此。

随后的内容安排如下：首先梳理金融审计内容

的相关文献；然后基于经典审计理论，提出一个关于

金融审计内容的理论框架；最后是结论和启示。

二、文献综述

关于政府金融审计内容，现有文献主要有两个

论证角度。

第一个角度是将政府金融审计区分为不同的发

展阶段，每个阶段的政府金融审计内容都有自己的

特征，本文称这类观点为发展阶段论。根据现有文

献[1-6]，第一阶段是财务收支审计阶段，这个阶段的

政府金融审计主要审计金融机构财务收支的合规

性；第二阶段是资产负债损益审计阶段，这个阶段的

政府金融审计内容有三个方面，一是资产负债损益

的真实性，二是金融机构业务经营活动的合规合法

性，三是金融机构内部控制的健全性，所以，严格来

说，将这个阶段称为资产负债损益审计是名不符实

的；第三阶段是风险审计阶段，这个阶段的政府金融

审计围绕金融风险，特别是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开

展工作；第四阶段是安全审计阶段，这个阶段的政府

金融审计主要是围绕金融安全来开展工作。

第二个角度是从政府金融审计的功能定位来提

出政府金融审计内容，本文称这类观点为功能定位

论。一些文献从金融审计在金融机构管理中的功能

论 金 融 审 计 内 容

【摘要】基于经典审计理论，提出一个关于金融审计内容的理论框架。各种类型的金融委托代理关

系中，审计内容包括审计对象、审计主题、审计业务类型、审计标的和审计载体五个层级。金融经管责任

是金融审计对象，可以分解为信息、行为和制度三类金融审计主题，单个审计主题形成单项性金融审计

业务，主要包括金融报表审计、金融绩效审计、金融合规审计和金融制度审计，多个审计主题组合形成综

合性金融审计业务，金融审计主题还需要再分解为可实施审计的审计标的，并确定相应的审计载体。内

部金融审计的业务重点应该是制度审计，政府对金融监管部门职责履行情况实施的审计，能促进金融监

管部门更好地履行其监管职责，但并不能取代金融监管职责。

【关键词】金融经管责任；金融监管；审计主题；审计业务类型；金融审计内容

【中图分类号】F239.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994（2019）03-0110-6

郑石桥（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 审计署重点课题“完善国家审计制度研究”（项目编号：17SJ03002）

DOI：10．19641/j．cnki．42-1290/f．2019．03．016

□·110·财会月刊2019. 03



定位这个角度提出了政府金融审计内容[7-14]；还有

一些文献从金融审计在宏观金融管理中的定位这个

角度提出了政府金融审计内容[11-13，15-20]。上述两

方面的文献都较多，观点表述差异较大。

关于金融机构内部审计的审计内容，现有文献

通常按金融业务类型来划分，本文称这类观点为金

融业务论。例如，将商业银行审计内容区分为资产业

务审计、负债业务审计、中间业务审计等[21]。

关于民间审计机构的金融审计内容，未发现相

关的研究文献，但是，金融机构如果已经成为上市公

司，则根据《证券法》、相关法规及各证券交易所的规

定，上市金融机构的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要接受民

间审计组织的法定审计。

以上文献为进一步认识金融审计内容奠定了基

础，但是，发展阶段论和功能定位论都未贯通经典审

计理论，而金融业务论除了未贯通经典审计理论，还

存在逻辑问题，例如，资产业务审计是审计什么呢？

是资产业务本身的合规性，还是资产业务相关信息

的真实性，或者是资产业务相关制度的健全性？上述

解释似乎都可以。关于民间审计机构的金融审计内

容则缺乏研究。另外，从逻辑上来说，关于审计内容，

应该从审计客体的角度来进行研究，而不是审计主

体。总体来说，金融审计内容还是缺乏一个基于经典

审计理论的系统化的理论框架。

三、理论框架

本文的目的是基于经典审计理论，提出一个关

于金融审计内容的理论框架，为此，首先提出一个金

融审计内容的基本框架，在这个基础上，再分别讨论

各类资源委托代理关系中的金融审计内容。

1. 金融审计内容的基本框架。根据经典审计理

论，在资源委托代理关系中，代理人对委托人承担了

经管责任，为了促进代理人更好地履行其经管责任，

委托人需要通过审计机制对代理人经管责任的履

行情况进行鉴证、评价和监督，经管责任的内容决

定了审计内容。一般来说，审计内容是一个多层级的

体系，通常分为审计对象、审计主题、审计业务类型、

审计标的和审计载体[22]。金融审计也不例外，在下

图所示的委托代理关系中，有ABC三类资源委托代

理关系，这些关系中包含金融审计需求，需要确定金

融审计内容，而金融监管部门与金融机构之间的关

系不是资源委托代理关系，不存在金融审计。

存在金融审计的三类委托代理关系中，金融经

营责任的内容不同，审计的具体内容也会不同，但它

们都有着相同的内容框架体系，这就是审计对象、审

计主题、审计业务类型、审计标的和审计载体组成的

分层级的审计内容体系。总体来说，上图所示的资源

委托代理关系中，金融审计内容的基本框架如表 1
所示。本文后续内容将分别讨论各种资源委托代理

关系中的审计内容。

2. 股东与金融机构委托代理关系中的审计内

容。在上图所示的股东与金融机构的委托代理关系

中，股东将一定的资源交付给金融机构，要求金融机

构按股东意愿使用资源并完成特定事项，金融机构

接受资源并承诺完成特定事项，对股东承担经管责

任，这种责任是基于金融类资源的经管责任，称为金

融经管责任。股东为了促进金融机构更好地履行其

金融经管责任，会通过审计机制来鉴证、评价和监督

金融机构的金融经管责任履行情况，所以，股东对金

融机构进行审计的对象是金融机构对股东承担的金

融经管责任。这种金融经管责任的内容可以分为两

个方面：一是按股东意愿使用其提供的资源，由于股

东提供的资源主要是财务资源，因此这种责任也称

为财务责任；二是按股东的要求完成特定事项，即从

事金融业务活动，为股东赚取利益，因此这种责任也

称为业务责任。当然，业务责任和财务责任是密切相

关的，财务责任是支持业务责任的。

金融经管责任的鉴证、评价和监督可以分为财

股东 政府

金融监管部门

金融机构

金融机构内部分级管理

B类资源委托
代理关系

A类资源委
托代理关系

非资源委托
代理关系

C类资源委
托代理关系

金融委托代理关系图

委托代理关系
类型

股东与金融机构

金融机构总部与
内部单位

政府与金融监管
部门

审计
客体

金融
机构

内部
单位

金融监
管部门

审计内容

审计
对象

★

★

★

审计
主题

★

★

★

审计业
务类型

★

★

★

审计
标的

★

★

★

审计
载体

★

★

★
注：★表示有这种金融审计内容。

表 1 金融审计内容的基本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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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责任和业务责任来进行，要对这两种责任进行审

计，必须将它们分解为审计主题，否则就不具有可审

计性。根据经典审计理论，从技术逻辑来说，审计就

是围绕特定事项获取审计证据，以判断该特定事项

与既定标准之间的一致性，并发表意见，这里的特定

事项就是审计主题，通常区分为信息、行为和制度三

类[23]。如前所述，金融经管责任包括业务责任和财

务责任，而这两类责任本身都可以分解为不同的审

计主题，基本情况如表2所示。

表2中，财务责任分为财务信息、财务行为和财

务制度三类主题。财务信息就是与财务资源的筹措、

使用和状况相关的信息，金融机构财务报表是其主

要载体；财务行为是金融机构为了维持其本身的营

运而开展的财务收支活动；财务制度是保障财务行

为合规和财务信息真实而建立并实施的各类制度和

流程。有了审计主题，金融机构对股东承担的金融经

管责任的鉴证、评价和监督，就落实到对具体审计主

题的鉴证、评价和监督。对于财务责任，可以鉴证财

务报表的真实性，也可以鉴证财务收支的合规性，还

可以鉴证财务信息相关制度及财务收支相关制度的

健全性；业务责任同样如此，即可以鉴证业务报表的

真实性，也可以鉴证业务行为的合规性，还可以鉴证

业务信息相关制度及业务行为相关制度的健全性。

根据经典审计理论，审计业务类型是以审计主

题为基础进行组合的。单个的审计主题可以形成审

计业务，这种业务通常被称为单项性审计业务；多个

审计主题组合起来也可能形成审计业务，这种业务

通常被称为综合性审计业务[22]。金融审计业务类型

也是如此，表2所示的各类审计主题，可以单个审计

主题形成单项性金融审计业务，也可以多个审计主

题组合形成综合性金融审计业务，其基本情况如表

3所示。

表 3中的单项性审计业务都是基于审计主题，

可以对其进行简单的归集。财务报表审计单独作为

一类，称为金融报表审计；财务收支合规审计和业务

合规审计合并，称为金融合规审计；绩效审计单独作

为一类，称为金融绩效审计；财务制度审计和业务制

度审计合并，称为金融制度审计。所以，基于审计主

题的金融审计业务的主要类型包括金融报表审计、

金融合规审计、金融绩效审计和金融制度审计四种，

这就是经典审计理论所确定的四类审计业务类型在

金融审计中的具体体现。

根据经典审计理论，将经管责任分解为审计主

题并形成一定的审计业务类型之后，在审计实施中，

还必须将审计主题再次细分为审计标的，并确定审

计标的的审计命题（也称为具体审计目标），根据审

计标的和审计命题来设计和实施审计方案。金融

机构审计也不例外，即需要将表 2所示的各审计主

题再细分为审计标的，并确定各审计标的的审计命

题。表 4是金融机构财务信息这个审计主题所分解

的审计标的及相应的审计命题。而对于其他各类审

计主题所分解的审计标的及相应的审计命题，目前

还缺乏权威性的规范，因此这里不展开讨论，当然，

这也表明其他各类审计主题的审计还处于不成熟的

状态。

金融经管
责任要素

A财务信息

B财务行为

C财务制度

D业务信息

E业务行为

F业务制度

ABCDEF
各要素

审计主
题类型

信息主题

行为主题

制度主题

信息主题

行为主题

制度主题

多种主题

审计业务名称

财务报表审计

财务收支合规
审计

财务制度审计

绩效审计

业务合规审计

业务制度审计

如经济责任审
计

金融审计业务类型

单项性
审计业务

√
√
√
√
√
√

综合性
审计业务

√
项 目

金
融
经
管
责
任

财务
责任

业务
责任

财务信息

财务行为

财务制度

业务信息

业务行为

业务制度

审计主题

信息主题

★

★

行为主题

★

★

制度主题

★

★
注：★表示有这种类型的金融经管责任和审计主题

组合。

表 2 金融经管责任分解的审计主题

注：√表示属于这种审计业务类型。

表 3 金融审计业务类型

项 目

财务
信息
标的

交易或事项

余额

列报

审计命题（具体审计目标）

发生、完整性、准确性、截止、分类

存在、权利和义务、完整性、计价和
分摊

发生及权利和义务、完整性、分类和
可理解性、准确性和计价

表 4 财务信息主题的审计标的和审计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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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好审计标的及审计命题之后，为了获取审

计证据，必须明确审计证据的来源，这就是审计载

体。不同的审计主题及其标的，其审计载体状况也

可能不同，一般来说，可以区分为三种状况：一是有

系统化的审计载体，且有支撑的原始材料；二是有系

统化的审计载体，但是无支撑的原始材料；三是无系

统化的审计载体。不同的审计载体状况，决定了审计

取证的思路不同。表2中的金融机构审计主题，都要

确定其审计载体状况，并在此基础上确定审计取证

思路和编制审计方案，这里不对具体的细节内容展

开讨论。

以上分别分析了股东对金融机构审计各层级的

内容，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这些审计内容之间存在一

定的关联性。金融经管责任作为审计对象，被分解为

不同的审计主题，审计主题的不同组合又形成不同

的审计业务类型，而审计实施中还必须将审计主题

再分解为审计标的，并明确其相应的审计载体。另

外，关于股东对金融机构审计内容的分析，原则上也

适用于图中的另外两类资源委托代理关系。

3. 金融机构总部与内部单位委托代理关系中

的审计内容。图中所示的金融机构总部与内部单位

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中，内部单位从金融机构总部

获得资源，并需要履行总部规定的职责，内部单位对

金融机构总部承担了金融经管责任（本文简称其为

“内部金融经管责任”），这种责任同样分为财务责任

和业务责任。财务责任是关于财务资源使用的责任，

而业务责任则是单位职责履行的责任。金融机构总

部为了促使各内部单位更好地履行其内部金融经管

责任，通过内部审计对这种金融经管责任进行鉴证、

评价和监督，所以，内部单位对金融机构总部承担的

内部金融经管责任是这种审计的对象。

与股东对金融机构的审计相类似，在审计实施

中，内部金融经管责任同样要分解为不同的审计主

题，包括信息主题、行为主题和制度主题三种类型，

其基本情况也如表2所示，这里不再赘述。各类审计

主题同样可以组合成不同的审计业务类型，也同样

需要分解为审计标的，并确定每种审计标的的审计

命题和审计载体，其基本情况类似于股东对金融机

构的审计，这里也不再赘述。

金融机构总部对内部单位审计的审计内容中，

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在多种审计主题中，内部审计部

门如何进行选择？是各种审计主题并重，还是选择某

些审计主题作为重点？

一些文献从不同的角度论证了金融机构内部审

计中内部控制审计的中心地位。部分学者认为，金融

机构的内部审计必须服务于风险管理，所以应将风

险管理相关的制度作为审计重点[24]；也有学者认

为，金融机构内部审计必须转型，从传统内部审计转

型为增值型内部审计，而增值型内部审计的重要特

征就是内部控制审计[25]；还有学者强调要改进金融

机构内部审计路径，而新的路径就是内部控制审

计[26]。这里的内部控制审计属于本文理论框架中的

制度审计。

本文认为，内部审计应服务于本单位的中心工

作，并且要适应本单位的管理模式。从金融机构角度

来说，有效的风险管理已经成为当代金融机构持续

营运的基础性条件，所以，风险管理是金融机构的中

心工作之一，而金融机构的管理模式也需要以风险

为导向。在这种审计环境下，信息、行为和制度三类

主题中，制度主题应该成为重点，这里的制度包括金

融机构的治理、控制和风险管理，将制度作为内部审

计重点，能促进金融机构风险管理相关的制度不断

完善，进而为风险管理提供保障。所以，制度审计应

该是金融机构内部审计的重点内容。

4. 政府与金融监管部门委托代理关系中的审

计内容。图中所示的政府与金融监管部门的委托代

理关系中，政府为金融监管部门提供一定的资源，并

要求其履行金融监管的职责，金融监管部门对政府

承担金融经管责任。这种责任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按

要求使用政府提供的资源，这些资源通常是财务资

源，可以将这种责任归结为财务责任；二是履行政府

赋予的金融监管责任，这种责任要通过金融监管部

门的业务活动才能履行，可以将其归结为业务责任。

政府为了促使金融监管部门更好地履行其金融经管

责任，通过审计对其财务责任和业务责任履行情况

进行鉴证、评价和监督，所以，金融监管部门对政府

承担的金融监管责任，是这种审计的对象。

一般来说，政府会将其设立的政府审计机关作

为金融监管部门的审计主体，而政府审计机关为了

实施对金融监管部门的审计，必须对组成金融监管

部门金融经管责任的财务责任和业务责任进行再分

解，得到审计主题，这些审计主题通常分为信息、行

为和制度三类。这与股东对金融机构的审计类似，基

本情况如表 2所示，这里不再赘述。根据审计主题，

组合形成不同的审计业务类型，从理论上来说，也应

该类似于表3所示的业务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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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从审计实践来看，政府审计机关针对政府

金融监管部门的审计业务类型主要是部门预算执行

审计、部门决算草案审计和部门主要领导经济责任

审计。部门预算执行审计的主题是预算收支行为，这

种审计关注金融监管部门的预算收支行为是否合

规；部门决算草案审计的主题是部门决算信息，也就

是财务信息，这种审计关注财务信息是否真实；部门

主要领导经济责任审计关注主要领导经济责任履行

情况，其中经济责任是指部门领导作为自然人承担

的金融经管责任，它是以金融监管部门的经管责任

为基础的，这种审计需要关注金融部门金融经管责

任的各个方面。上述部门预算执行审计、部门决算草

案审计两种审计综合起来，关注了金融监管部门的

财务责任履行情况，而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则关

注了业务责任和财务责任。

目前这种审计业务类型是基于各职能部门的共

性而形成的，可能出现的问题是，在部门主要领导经

济责任审计中只关注财务责任，不关注业务责任，则

整个针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审计就缺乏对政府职能

部门业务责任履行情况的审计，金融监管部门同样

可能出现这种状况。正是因为如此，一些文献提

出要对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管职责履行情况进行审

计[5，27-29]。

关于政府对金融监管部门的审计内容还有三种

观点需要讨论，以进一步厘清政府金融审计的内容。

第一种观点认为，政府金融审计应该定位在系

统性金融风险防范上[11，30-32]。本文认为，系统性金

融风险防范是金融监管部门的职责，在政府对金融

监管部门业务责任履行情况的审计中，可以关注金

融监管部门履行系统性金融防范的行为、制度及信

息状况，以判断其职责履行情况，这种审计也能促进

金融监管部门更好地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但绝不

是由政府审计机关直接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第二种观点认为，政府金融审计应该定位在维

护金融安全上[33-35]。本文认为，维护金融安全是金

融监管部门的职责，政府审计机关在审计金融监管

部门时，可以将维护金融安全纳入金融监管部门的

职责，从信息、行为和制度方面检查金融安全维护状

况，从而促使金融监管部门更好地履行其维护金融

安全的职责，但绝不是由政府审计机关直接来维护

金融安全。

第三种观点认为，政府金融审计应该定位为在

金融市场监管中发挥作用[36-38]。本文认为，金融市

场监管是金融监管部门的职责，政府审计机关在审

计金融监管部门时，可以将金融市场监管作为金融

监管部门职责的组成内容，从信息、行为和制度方面

检查金融市场监管状况，从而促使金融监管部门更

好地履行其金融市场监管职责，但绝不是由政府审

计机关直接发挥金融市场监管作用。

综合上述三种观点，可得到如下结论：政府审计

机关通过对金融监管部门职责履行情况的审计，促使

金融监管部门更好地履行其金融监管职责，但是，审

计金融监管职责履行情况并不是取代金融监管职责。

以上分析了政府审计机关对金融监管部门审计

的审计对象、审计主题和审计业务类型，类似于股东

对金融机构的审计，审计主题还需要分解为审计标

的，并确定审计标的的审计命题，在此基础上，还要

确定各审计标的的审计载体，这些内容类似于股东

对金融机构的审计，这里不再赘述。

四、结论和启示

金融审计内容关注的是金融审计究竟审计

什么，这是金融审计制度建构的核心内容。本文基于经

典审计理论，提出了一个关于金融审计内容的理论

框架。

各种类型的金融委托代理关系中，审计内容包

括审计对象、审计主题、审计业务类型、审计标的和

审计载体五个层级。金融经管责任是金融审计对象，

金融经管责任可以分解为信息、行为和制度三类金

融审计主题，单个审计主题形成单项性金融审计业

务，主要包括金融报表审计、金融绩效审计、金融合

规审计和金融制度审计，多个审计主题的组合形成

综合性金融审计业务，金融审计主题还需要再分解

为可实施审计的审计标的，并确定相应的审计载体。

内部金融审计的业务重点应该是制度审计。政府对

金融监管部门职责履行情况实施的审计，能促进金

融监管部门更好地履行其监管职责，但并不能取代

金融监管职责。

本文的研究启示我们，金融审计内容是一个复

杂的体系，需要系统的思考，否则会将属于金融审计

内容的事项排除在外，而将不属于金融审计内容的

事项作为重要的审计内容，这会严重地影响金融审

计的效果。本文的研究再次表明，理论自信是制度自

信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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