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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审计学与心理学相结合的有效尝试

———评《审计心理学》

李凤鸣

作为一名审计理论研究者，总是希望从学科交叉的角度探讨新问题、提出新观点，甚至开创新的研究领域。但

是，尝试开创新领域具有很强的挑战性，不仅要求研究者具有深厚的学术素养，而且要具有较强的学术迁移能力；要

求研究者既能在梳理已有中外文献上得心应手，足能“以正视听”，更要能密切联系最新的现实问题和学科专业环境，

提出新见解。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的王会金教授的《审计心理学》新作，就能给予我们这样的印象，并给人一种

难能可贵之叹。该书不仅是王会金教授本人继《风险导向审计》、《知识经济与现代审计》等著作后的又一部力作，也

是南京审计学院“审计学国家级教学团队”以及江苏省高校“现代审计理论与方法青蓝工程科技创新团队”的系列成

果之一。

审计心理学是现代审计学与心理科学、行为科学相结合的一门新兴的边缘科学，它的问世，正如裘宗舜先生在该

书的“序”中所言，“为审计科学百花园地里增添了一枝奇葩”。综观《审计心理学》一书，我认为有三个方面最值得称

道，一是浓厚的理论色彩，二是严谨的逻辑结构，三是鲜明的实用价值。

浓厚的理论色彩

上个世纪 ６０ 年代前，审计一直被认为是完全实务性的，这一观点的盛行，使审计理论研究长期没有突破性的进

展。１９６１ 年，莫茨（Ｍａｕｔｚ）和夏拉夫（Ｓｈａｒａｆ）两位教授的专著《审计哲理》（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Ａｕｄｉｔｉｎｇ）问世，开创了西方审

计理论研究的先河。正如他们在该书中所说：“如果没有系统理论的支撑，很难想象审计还能够进入科学的殿堂和被

认为是一门有学问的职业”。我国对审计理论的研究始于上个世纪 ８０ 年代末，特别是 １９８９ 年和 １９９５ 年分别在贵州

和四川举办的两次全国审计基本理论研讨会，对审计概念、审计本质、审计目标、审计假设及审计基本理论体系等进

行了深入研讨，这对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审计基本理论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近年来，有关学者对审计基本理论越

来越关注，相关学术研究成果日渐丰富，但对审计活动中的行为主体———人这个最重要、最活跃因素的心理问题的研

究却仍显薄弱。

综合运用心理科学、行为科学相关理论来剖析包括常见的贪污与舞弊等审计领域所涉及的心理问题以及审计人

员在审计过程中的各种心理现象是本书的一个鲜明特点。作者专门用两章的篇幅介绍了本书所运用的理论，而理论

分析的内容更是贯穿于全书。这和本书的选题及价值取向是密切相关的。多年来，王会金教授对学术孜孜以求，紧

密追踪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实践最新经验及其运行效果的研究，具有很强的学术敏感性，学术研究思维缜密、

思路开阔。本书正是作者多年来对审计科学与心理科学合理嫁接并深入研究思考的结果，作者在有关学术刊物上公

开发表的多篇有价值的学术论文也是本书诸方面研究观念的细化和深化。

作者科学界定了审计心理学与普通心理学之间的关系，指出两者是基本理论与具体应用的关系。在此基础上他

又进一步厘清了审计心理学与管理心理学、工程心理学、劳动心理学的关系，指出以上四种心理学虽均属于应用心理

学的范畴，但管理心理学、劳动心理学、工程心理学相互结合，共同为提高组织的经济效益和职工的满意感服务；而审

计心理学则融汇了所有的相关心理活动，并对其进行分析、考察和研究。

又如，作者在分析审计心理学的研究内容时，强调审计心理学绝非是审计学和心理学研究内容的简单罗列，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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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从审计学角度运用几个心理学术语拼凑而成。审计心理学研究的物质运动性、规律客观性、要素相关性、内容多元

性、精神时代性以及广泛群众性等特征，决定了其研究对象绝非是单一的、固定的，而是复杂的、多元的、变动的。

显然，上述理论研究不仅具有基础性，而且具有开创性。

严谨的逻辑结构

《审计心理学》是作者 ２０ 余年研究审计学基础理论的集大成之成果，有着非常严谨缜密的内在逻辑结构。全书

由三大板块构成：第一板块是审计心理学的专题理论研究；第二板块是审计心理学中的“人—人”关系研究；第三板块

是审计心理学中的“人—物”关系研究。三大板块脉络清晰、纵横贯通、经纬互补、层层推进，整个专著将审计心理学

的研究对象、方法、内容、意义等基本理论问题及审计职业心理、审计个体心理、审计组织与群体心理、审计关系心理、

审计计划与方案确定心理、审计调查心理、审计取证心理、审计报告心理、审计决定心理、宏观调控心理、审计法规心

理、常见财经违规心理及审计对策、审计质量心理和审计政治思想教育中的心理等问题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实际上，许多学者在撰写审计学专著时，在篇章结构上都会遇到这样一个困惑，即如何处理好 “审计主体为主线

和审计客体为主线”的问题。其实，无论是“审计主体主线论”（即按照政府审计、内部审计、民间审计来组织框架），还

是“审计客体主线论”（即按照财政财务审计、绩效审计、经济责任审计、信息系统审计等来组织篇章），都难免会落入

俗套或陷入顾此失彼的窘境。

作为一部厚重的审计基础理论的专著，显然要求著者不仅要具备开阔的学术视野，还必须占有详尽而扎实的资

料。由于审计心理在国内学界没有得到普遍关注，译介的原始资料和文献又十分匮乏，尤其对于发展演变中的动态

信息，若要同步了解更是困难重重。而王会金教授早在上个世纪 ９０ 年代就开始关注该领域的研究，克服了各种困难，

经过十多年持之以恒的求索和对学术前沿的紧密跟踪，拥有了丰富翔实的第一手珍贵资料，同时，他也适时地吸纳了

国际学术前沿的一些新观点、新方法，使自己的研究不断有新的拓展和跃进。

正是基于前期的深入思考，作者没有简单地对所谓的政府审计心理、内部审计心理、民间审计心理以及财务审计

心理、绩效审计心理、经济责任审计心理等泛泛而谈，而是独辟蹊径，从审计心理学研究的“人—物”关系和“人—人”

关系两个方面入手，对审计主体的心理现象、被审计者的心理现象、审计中各种行为的心理特点、审计的社会心理效

力以及审计活动中的心理交互作用等内容进行重点研究，这种框架显然凝聚着作者对审计心理学的深入思考和独特

见解。

鲜明的实用价值

《审计心理学》在开展理论分析的同时，也不乏有特色的个案分析和事例研究，这有助于人们从更广的视野、更深

的层面和更加贴近现实的角度去认识审计心理问题，同时，也使本书更加具有可读性。

例如：在审计实施阶段，对审计对象进行心理分析时，作者系统探讨了审计对象在面对审计时主要表现出的对抗

心理，指出持这种心理的被审计者一般会认为审计是有目的地来查找自己的问题，是专门来挑刺找毛病的。因此，他

们不会主动配合审计，往往表现出各种形式的对抗，如出言不逊、蛮横无理、喊冤叫屈。

针对上述心理特征，作者设计了有针对性的取证技巧：摸清对方心理———把握分寸、切中要害；对人倾注真

情———因人而异、先理后情，并以个案分析的形式予以佐证。这些见解引导审计人员和审计管理者不仅要将自己定

位在监督者的角色，更多地还要从帮助被审计单位改善管理、提高效益的建设者高度来定位自身审计工作，这无疑又

与国际内部审计师协会（ＩＩＡ）所强调的增值型内部审计，以及刘家义审计长所提倡的发挥审计监督的“免疫系统”功

能，要从体制、机制和制度层面揭露问题，避免“屡查屡犯”现象，立足服务坚持监督等要求是一致的。

这种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互为表里、心理分析与对策建议相得益彰的做法，表面看来是比较容易的，好像只要检

索到材料，就能够把问题解决，其实在实际操作中绝对没有那么简单。尤其是在对材料的处理上，如果没有很规范的

好方法，就会把材料做成一锅粥，根本不可能做到科学化。显然，王会金教授在这方面是成功的，他综合运用了审计

学和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解决问题，得出的结论是可信的、可靠的，不仅有理论价值，而且也有较高的实用价值。

总之，《审计心理学》是审计基础理论研究中一部值得一读、不可不读的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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