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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会计稽核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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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会计稽核制度是会计内部管理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论述了会计稽
核制度在加强内部财务管理与控制方面的重要作用，通过对比分析“审计”和“稽核”的
区别，澄清有关“稽核”的模糊认识，并提出了实行会计稽核制度应注意的几个问题，讨
论了实现该管理方法的有效途径，使之具有可操作性。 
关键词：会计稽核  审计  区别  途径 
会计稽核制度是为了保证企业、机关、事业单位和其它经济组织经济活动的合理性和会计
资料的真实性，由各单位在会计机构内部制定专人对会计凭证、账簿、报表及其它会计资
料进行审核的制度。建立稽核制度的目的，在于防止会计核算工作上的差错和有关人员的
舞弊行为。在会计电算化较普及的今天，加强会计稽核工作尤为重要。 
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会计机构内部应当建立稽核制
度”，从法律上确定了稽核制度在会计工作中的重要地位。稽核制度是会计内部管理制度
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能够有效地防止差错和舞弊，保证会计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
提高会计工作质量。目前尚有许多单位没有建立起完善的内部稽核制度，有的单位稽核制
度流于形式，只是盖章应付检查而已。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客观上是由于有的单位会
计人员配备不足，岗位分工存在一定困难，主观上是对稽核制度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内部
分工不尽合理，特别是一些单位领导和会计人员中还存在着一种错误观点，认为内部和外
部的审计机构每年都要进行例行审计，所以会计部门没有必要再花精力对会计资料进行稽
核，这种错误观点对建立会计稽核制度妨碍很大。因此，认真分析“审计”和“稽核”的
区别，是非常必要的。 
审计是由专职机构和受托的专业人员通过对被审计单位全部或一部分经济活动的审核检查
而进行的经济监督、评价和鉴证活动，审计的目的是用客观证据证实经济活动的实际情
况，并对照法规和一定标准，以确定被审计单位经济活动的合规性，有关经济资料的公允
性和会计处理方法的一贯性。 
会计稽核与审计的共同点是，两者都要根据国家统一会计制度和财经法规对单位的会计核
算资料进行审核检查，都具有经济监督的职能。但两者的区别很大，具体表现在这样几个
方面： 
一、行为人不同：会计稽核是在会计机构内部指定专人进行的，审计则是由会计机构以外
的专职机构委托的专业人员进行的。 
二、实施的时间不同：会计稽核一般在会计凭证入账前或凭证、账簿、报表等会计资料生
成过程中进行，可以说会计稽核与会计核算工作的全过程是同步进行的，而审计工作在现
实生活中主要是事后进行的。 
三、范围不同：会计稽核的对象是凭证、账簿、报表及其它会计资料，而审计的对象不止
局限于会计资料，还包括经济活动中与审计目的有关的所有资料。 
四、方法不同：会计稽核要对所有需要稽核的会计资料进行详细的逐一审核，而审计主要
是在评价被审单位内部控制制度的基础上对会计资料进行抽样审计，核实主要会计数据，
即使全面审计也不可能对所有会计资料进行复核。 
五、目的不同：会计稽核的目的是防止会计工作上的差错和有关人员的舞弊行为，而审计
的目的主要是对被审单位的经济活动进行评价和鉴证，在广泛采用抽样审计办法的时代，
审计虽然要对被审单位会计资料中的错误予以关注，但并不保证，也不可能保证发现被审
计单位所有的错误和舞弊。 
通过以上对比分析可以看到，稽核制度是会计机构内部的一种工作制度，审计制度则是由
会计机构以外的专职机构对会计工作进行检查和评价的一种制度。防止会计核算中的差错
和舞弊行为是各单位的会计责任，而建立完善、有效的稽核制度是查错揭弊的重要措施，
稽核制度是实现会计工作核算与监督职能的必要保证，是加强会计监督的重要环节，它能
够及时地纠正会计核算资料中出现的差错和发现舞弊行为，单位领导人和会计机构负责人
要充分认识会计稽核工作的重要性，健全会计机构内部的监督机制，以减少会计核算中的
差错，防止舞弊行为的发生，使会计工作更好地为经济建设服务。 
为使会计稽核制度能够真正建立起来，收到实效，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起： 
一、建立健全内部稽核制度。明确稽核人员的职责、权限、工作范围、稽核工作的组织形
式、工作程序和具体分工，要结合本单位会计核算的实际情况规定审核会计凭证和复核会
计账簿、会计报表的方法。 
二、设立稽核岗位和配备稽核人员。各单位会计机构都要设立专职或兼职稽核岗位，配备
合格的稽核人员，稽核人员是否称职，关系到稽核制度能否有效地发挥作用。稽核人员首
先要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做到坚持原则，依法办事，客观公正；其次是要有较高的专业水
平，熟悉财经法规和财会制度，对本单位的生产组织形式、会计核算办法、内部财务管理
制度和各会计岗位的工作情况等非常了解，要有一定的会计工作实践经验。 
三、合理组织稽核工作。对原始凭证要进行事先审核，经审核合法、合规、正确的原始凭
证方可入账，对记账凭证，一般也应该进行事先审核，对确有困难的，也可以进行事后复
核。对账簿、报表主要是进行事后复核。对二级核算单位原始凭证无法做到事先审核的，
也应定期由财务机构进行审核。在会计工作程序上，会计凭证应先审核后再记账和进行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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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账簿纪录要复核无误后再编制会计报表，会计报表要经过复核后再报出，需汇总会计
报表的先要将基层报表审核无误后再进行汇总。 
四、抓住工作重点。稽核工作的重点是对原始凭证进行审核和监督，审核中要抓住两个环
节，一是看原始凭证的真实性、合法性，对不真实、不合法的原始凭证不予受理。二是看
原始凭证的准确性、完整性，对记载不准确、不完善的原始凭证可予以退还，要求经办人
员更正、补充。 
对记账凭证的审核主要看其内容是否齐全，会计科目运用是否正确，金额计算是否有误，
所附原始凭证与记账凭证反映的经济事项是否一致等；对账簿、报表的复核主要是看是否
做到帐证一致、帐帐一致、帐表一致。 
五、及时处理发现的问题。稽核的目的是查错防弊，对稽核中发现的差错一般应要求有关
会计人员在当月给予纠正，以保证本期会计信息的准确性。对特殊业务的会计处理方法认
识不一致的，应请示单位会计负责人决定或向上级主管部门请示。对稽核中发现有关人员
的舞弊行为，应尽力查清事实，妥善保管有关单据，及时向单位会计负责人或单位领导人
汇报，请示处理办法，必要时也可以直接向上级主管部门报告情况。 
六、定期稽核。不具备单独设置会计机构条件的单位，一般专职会计人员较少，会计岗位
分工和设置有一定困难，这些单位的会计资料可由上级机构有关业务人员定期进行稽核，
也可由上级机构指派思想、业务素质较高的会计主管人员负责几个单位的稽核工作，并将
稽核结果报告上级机构。 
认真做好会计稽核工作，是提高会计工作质量的重要措施，要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完善稽
核工作制度，改善稽核工作方法，让稽核工作在会计内部管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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