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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思维训练与评价探微

【摘要】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了所构建的审计思维体系作为审计思维训练内容的合理性，并提出相应的审计思维训练

策略，构建了初步的审计思维综合量化评价体系，为审计思维训练提供了行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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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审计思维是审计活动中特有的思维，提高审计思维水

平，对于提升审计人员的专业胜任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关于

审计思维训练，目前的研究文献较少。审计思维训练需要解

决的问题主要有三个：一是审计思维训练内容设计，二是审

计思维训练方案设计，三是审计思维综合量化评价体系建

立。本文拟从理论上分析之前构建的审计思维体系作为审计

思维训练内容的合理性。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审计思维

训练方案，并尝试构建初步的审计思维综合量化评价体系，

希望能为全面系统地训练审计思维提供参考。

二、思维及思维训练的理论概述

1. 思维的本质与思维的发展。心理学普遍将思维定义

为：人脑借助于语言并以知识为中介，对客观现实的概括和

间接反映。现代认知心理学倾向于将思维定义为一种过程，

认为“思维是一种指向问题解决的间接和概括的认知过程”、

“思维是指通过心理运算的操作获得新的表征的过程”（谭和

平等，1998）。思维过程的本质是大脑对信息的加工处理过

程，是一个获取新知识的认知过程。思维发展集中体现为各

类思维过程的熟练水平及可逆性。可逆性是思维最核心的心

理操作层面的本质属性，也是深刻性、灵活性、独创性、批判

性和敏捷性等思维品质共有的特性。另外，元认知是对认知

的认知，在思维过程中发挥着控制、检查、调节作用（程素萍，

1994）。元认知水平与人的思维、智力水平关系密切，元认知

的培养和训练对于提高思维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2. 思维与知识、技能。思维离不开知识，原有的知识（信

息）和新接受的知识是思维加工的对象或材料，在思维过程

中产生的知识又是更进一步思维加工的材料。知识分为陈述

性知识和程序性知识，前者用于回答“是什么”，后者用于回

答“怎么做”，并从“怎么做”中体现出对知识的掌握程度（皮

连生，1997）。根据认知心理学家安德森（1990）和加涅（1993）

等人的观点，程序性知识的获得通常包括三个阶段：第一阶

段：陈述性阶段。在此阶段，学习者需要逐条记忆每一项规

则，并缓慢地操作每一步骤。第二阶段：联合阶段。在这一阶

段，学习者仍需思考各个步骤的规则，但经过练习和接收反

馈，已能将各个步骤联合起来，流畅地完成有关活动。第三阶

段：自动化阶段。在此阶段，学习者常常无需意识的控制或努

力就能够自动完成有关活动步骤。程序性知识运用的自动

化，即成为一种技能。技能包括外部操作技能和内部思维技

能。思维技能是大脑对知识的加工处理技能。思维技能的形

成使认知结构得到完善优化，思维过程将变得更加熟练，思

维水平得以提升。思维训练实践表明，从思维技能、思维策略

等方面入手去训练思维，成效显著。

三、审计思维体系分析

笔者在对审计本质要求分析和审计实务中审计思维操作

过程归纳的基础上，构建了如下审计思维体系（付一辉，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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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思维体系有如下特点：

1. 反映了审计本质的规定性。关于审计的本质，职能作

用本质论认为，两权分离带来的委托代理问题是审计产生的

基础，基于此，对于审计对象信息的审视也必然是批判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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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疑是审计的基本思维方式。方法手段本质论认为，审计是

“客观收集和评价与经济活动及事项有关断言的证据，以确

定其认定与既定标准的相符程度，并将结果传递给利害关系

人的系统过程”，标准和证据是审计过程中的两个核心问题，

集中体现了审计活动的专业特征。质疑的思维习惯、证据意

识和标准意识成为审计思维特质的基本要素，反映了审计人

员应具备的特殊的思维方式与思维习惯，体现了审计本质的

规定性，以此为训练内容，才能保证审计人员具备审计思维。

2. 与审计实务相结合，涵盖了审计思维过程所需的主要

思维技能。审计思维技能是在提出审计命题、收集审计证据、

完成审计论证时思维操作程序的自动化。审计思维体系涵盖

了审计思维过程所需的主要思维技能，以此为审计思维训练

的内容，能切实提升审计人员的专业胜任能力。审计思维过

程中，首先是质疑对象是否存在问题。那么，什么才是没有问

题呢？这就要考虑相关标准。接下来，审计需要根据质疑对象

应该遵循的标准或要求收集充分、适当的证据，把握审计对

象的实际情况，对照相关标准，确认或消除质疑。这就是审计

的基本思维操作程序，也是审计思维特质的集中体现。

审计论证思维技能是收集审计证据、完成审计论证的思

维操作程序的自动化，具体包括联系思维、归纳思维、演绎思

维、分解思维、发散思维。比如，财务报表审计中，对于单个报

表项目的审视就需要联系思维。联系思维要求将某个事物或

数据的多方面信息联系起来分析。比如，将不同年度数据或

同一年度不同月份数据，计划或预算数据与实际数据，本企

业的数据与同行业数据，销售收入与应收账款、销售费用等，

财务数据与经济环境、政策环境等联系起来。通过联系思维，

审计人员会接触多个历史数据，运用归纳思维归纳出数据或

信息之间的共同特征或一般联系，并运用演绎思维，确定未

审数据的合理预期，以便识别异常情况。比如，通过将不同年

度、同一年度不同月份的销售收入、毛利率等数据联系起来，

归纳出数据的共同特征（如均衡还是波动、是否有淡旺季之

分）和变动范围，以此推断本年未审数据的变化特征和合理

区间，从而识别异常情况。针对异常情况，审计人员可运用分

解思维进行分析。比如本年营业收入数据异常，可将年收入

分解为月收入、不同种类收入，或将收入分解为销售单价和

销售数量等，以锁定问题所在，缩小审查范围。审计人员还可

运用发散思维，对异常情况进行原因发散，通过逐一排查，探

寻问题的真正原因。针对同一审计目标收集证据，可以用发

散思维进行方法途径发散，收集不同性质的证据，或者根据

实际情况确定收集审计证据的最佳途径。

3. 富含可逆性操作。可逆性作为思维操作层面的核心机

制，被认为是思维的本质属性，思维过程的可逆性水平决定

了思维的发展水平，思维训练本质上是在训练思维的可逆性

（李其维等，2005）。审计思维体系各组成要素富含可逆性，以

此为审计思维训练内容，可改善心理机制，提高审计思维水

平和思维品质，为促进思维水平的真正发展提供合理基础。

审计的基本思维方式是质疑，质疑贯穿审计全过程，它

是指在获得充分适当的证据支持审计结论之前，始终保持一

种开放的心态，既不轻易肯定，也不简单否定。审计人员以事

实为依据，以标准为准绳，通过理性分析，最终证实或消除质

疑。在出具审计报告前，审计人员需要再次质疑审计证据的

充分适当性和审计结论的正确性。审计质疑不能走极端，对

于审计证据充分性和适当性的要求只是保持在合理水平上，

而不是求全责备。可见，质疑富含可逆性思维操作，是一种元

认知，能监控和调节审计思维全过程。强化质疑思维训练，有

助于提高审计思维水平，识别重大错误与舞弊。

审计论证思维技能的单独或组合运用体现了思维可逆

性。联系思维是对孤立思维的否定；发散思维要求多角度思

考问题，是对思维僵化和单一化的突破；分解思维将整体综

合的对象细小化和简单化，是对笼统思维的突破；归纳思维

是由个别向一般的收敛；演绎思维是由一般到具体的迁移。

四、审计思维训练与评价

1. 审计思维训练策略。思维过程的本质是大脑对信息的

加工处理过程，是一个获取新知识的认知过程。思维训练的

成效表现为认知结构得到进一步充实和优化，思维过程的熟

练水平、思维的可逆性和元认知水平明显提高。思维技能的

形成是思维操作熟练化的表现，因此，富含可逆性和元认知

成分的思维操作技能可作为思维训练的抓手。心理学对于思

维训练策略的探索实践表明，注重形式性的思维训练培养的

“空壳”思维往往无法解决具体问题，专业知识在解决专业领

域问题时具有很重要的作用，审计思维技能的训练应与专业

知识的传授相结合，并适当考虑迁移性。

审计思维训练应抓好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1）培养特定的思维意识或习惯，包括质疑习惯、分解思

维意识、发散思维意识、联系思维意识、演绎思维意识、归纳

思维意识等。思维意识或习惯是指特定情境下思维的某种倾

向性，是思维可逆性的集中表现，属于思维的动力系统和导

航系统。比如，具备质疑的思维习惯，才能提出审计命题，识

别异常；具备联系思维意识，才会积极考察更多相关信息；具

备发散思维意识，才会多角度分析问题的原因，并探寻尽可

能多的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手段；具备演绎思维意识，才会在

评价对象信息时想到有无可能性，即大前提是否存在，一般

情况是怎样的；拥有归纳思维意识，才会在面对众多庞杂信

息时积极探寻其中的变化规律或共同特征，以简驭繁。

（2）传授必要的思维操作路径知识和原则性或常识性知

识，这是思维顺畅操作的条件。比如，质疑思维需要知道从哪

些方面去质疑，即质疑要点，根据质疑要点收集相关证据，审

计标准、审计准则或审计经验可为此提供指引；分解思维要

了解审计对象整体一般可以作哪些分解；发散思维需要学习

积累常见问题的一般思维发散路径；联系思维要知道特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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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一般可作怎样的横向、纵向和相关联系。如果思维操作需

要的路径知识和原则性或常识性知识缺乏，思维操作将受到

阻碍，最终导致思维过程无法顺利完成。只有完整的、富有成

效的思维过程才会被固定下来，并最终演化为一种心理机

制，知识的加工处理效率才能得到提高。作为一种思维的倾

向性，思维意识受兴趣影响较大，而兴趣是由自我效能和结

果预期塑造的。如果思维操作路径知识和原则性或常识性知

识缺乏，思维操作将受到阻碍，思维主体的自我效能水平降

低，这势必影响思维的兴趣，从而影响思维意识的形成。因

此，思维操作相关基础知识对于思维意识的培养具有重要作

用，思维训练要重视这方面知识的传授。

（3）思维操作练习。思维技能的获得有一个由不自然到

自然的过程，此过程离不开大量的思维操作练习。审计思维

训练应设计一系列专业工作情境，引导审计人员完成大量的

思维操作练习。富含可逆性和元认知成分的审计思维策略被

反复操作运用最终实现自动化，成为思维技能，思维过程的

熟练程度和思维可逆性水平得到提升，审计思维得到发展。

2. 审计思维技能的训练步骤。审计思维技能的获得过程

也是思维主体掌握审计思维操作程序知识的过程。按照程序

性知识获得的一般规律，审计思维训练可分为三个阶段：第

一阶段，分项训练。这个阶段中，需要给受训者提示或激发相

应的思维意识，传授思维操作路径知识，引导受训者完成相

关的思维操作。本阶段的思维技能训练可分为一般思维技能

的形式化训练、与审计问题相结合的思维技能训练以及与其

他社会生活问题相结合的思维技能训练，分别设计相应的问

题情境，要求受训者写出思维操作程序，完成思维操作过程。

第二阶段，综合训练。本阶段涉及多项审计思维技能的运用，

通过设计仿真审计工作问题情境，要求受训者写出思维操作

程序，根据背景资料的详实程度，作出审计判断，解决审计问

题。第三阶段，自动化阶段。本阶段特点是：指导者主要负责

工作情境和信息资料的设计，受训者自主完成审计思维操

作，作出审计判断，解决审计问题，不需要写出思维操作程

序，通过大量的思维训练，审计思维操作实现自动化。

3. 审计思维水平的评价。可以采用综合评分法对审计思

维水平进行定量评价。评价总分为100分，可采用八个评价指

标，每个指标的权重分别为：质疑思维习惯（15%）、标准意识

（10%）、证据意识（15%）、分解思维（5%）、联系思维（15%）、发

散思维（15%）、归纳思维（10%）、演绎思维（15%）。根据每个指

标内容的不同特点，进一步细分为若干维度。现分述如下：

（1）质疑思维习惯。其评价维度及权重为：质疑的全面性

（6%）、具体性（6%）和开放性（3%）。质疑的全面性是指在审计

全过程中始终保持审慎态度，不仅有对审计对象的质疑，还

有对审计程序有效性、审计证据充分适当性和审计结论恰当

性的反省质疑。质疑的具体性是指能确定恰当、具体的质疑

点，而不是笼统地质疑。质疑的开放性是指不简单否定，始终

坚持理性的分析和判断，不戴有色眼镜。

（2）标准意识。其评价维度及权重为：审计标准的相关知

识（2%）、标准的学习与关注（1%）和标准的运用（7%）。拥有标

准意识的审计人员会重视相关标准的学习、收集，并关注标

准的变化，在审计过程中以相关标准来指导审计质疑和审计

证据的收集，在作出审计评价时查实、引用恰当的标准，而不

是凭主观臆断。标准意识评价的重点在于审计评价时相关的

思维操作。

（3）证据意识。其评价维度及权重为：审计证据与证据意

识的基本知识（7%）和审计工作底稿的评价（8%）。对审计证

据的内涵、特性、种类和证据意识的理解，是形成证据意识的

基础和表现。审计工作底稿是审计证据的载体，是审计工作

的记录，审计工作底稿的规范性和完整性也是审计证据意识

和专业水平的反映，审计工作底稿的评价是从实务操作层面

对审计证据意识的评价。

（4）分解思维。分解思维评价主要是分解思维操作，相对

而言，分解思维操作较为简单，其在审计思维评分的权重可

适当降低。

（5）联系思维。其评价维度及权重为：联系思维意识

（2%）、联系路径知识（7%）和联系思维操作（6%）。联系思维意

识是指不孤立地看待某个事物或数据，测试情境不限于审计

领域。联系路径知识是联系思维操作的基础，联系路径知识

越丰富，联系思维操作越顺畅。

（6）发散思维。其评价维度及权重为：发散意识（2%）、发

散路径知识（7%）和发散思维操作（6%）。发散意识是指习惯

于多角度思考问题，拒绝思维的僵化和单一化，勇于突破陈

规和已有经验的束缚。发散路径知识包括审计问题原因的发

散和审计程序设计的发散两类，层次上有经验发散和创新发

散两个层次。经验发散是创新发散的基础，是教学和考查的

重点。

（7）归纳思维。其评价维度及权重为：归纳意识（2%）和归

纳思维操作（8%）。归纳意识是指思维主体从众多、杂乱的信

息中提炼出共同特征或一般规律的倾向性。归纳思维操作评

价的重点在于归纳思维操作的顺畅性和恰当性。

（8）演绎思维。其评价维度及权重为：演绎意识（2%）、专

业原则性或常识性的知识（7%）和演绎思维操作（6%）。演绎

意识是演绎思维操作的驱动和导航系统。审计专业原则性或

常识性知识是演绎思维操作的基础，这方面知识的积累对提

高审计专业判断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演绎思维操作要严格遵

循逻辑规则，是演绎意识和相关知识的综合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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