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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荣生■

求实 坚持 创新
——我从事审计学术研究的历程和体会

学术研究是人们追寻真理、发

现事实、探索未知的实践活动。学术

研究的使命是为社会实践服务，把

服务社会实践而获得的知识用于造

福社会实践。当代中国的学术研究，

应从国家、民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出

发，抒民本情怀，发时代强音，直面

社会存在的现实问题 ；应坚守科学

的原理和规则，不断推陈出新 ；应

在尊重客观事实的基础上，按照人

文社会科学的原理、规则和逻辑，运

用科学的方法论，进行科学的总结、

提炼、推论，进而得出经得起实践检

验的科学结论。这是学术研究者应

有的家国情怀，也是当代社会科学

研究应有的责任担当。我从事审计

学术研究已有40多年，可以说伴随

着我国审计制度建设和发展的整个

历程。

一、研究历程：探索、深入、

致用

回顾和总结我的学术研究历程，

主要分为三个阶段。

一是十年磨剑展锋芒的探索阶

段。坦白而言，在本科学习期间和

留校任教初期，我虽然撰写并发表

了一些学术论文，但对学术研究并

没有发自内心的热爱，现在看来，

说不上有什么创新和独特见解。直

到1985年我被选送至湖北财经学院

（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进修审计硕

士学位课程，在杨时展、边恭甫、郭

道扬等教授的悉心指导下，系统学

习了审计的理论知识、实务技能和

历史发展，并跟随裘宗舜教授从事

审计学的专门研究，掌握了学术研

究的思路和方法，更耳濡目染养成

了严谨治学、精益求精的学术作风。

自此，我逐渐认识到从事学术研究，

要围绕审计领域持续开展研究，按

照审计研究方向撰写学术论文，要

成为审计领域的专家，形成具有一

定见解的学术思想。后来作为青年

教师，我有幸参与了全国审计专门

化学科建设和课程设置的讨论和实

践，利用寒暑假时间参加了江西省

审计厅的一些审计项目，主讲审计

学原理、财务审计、审计理论等课

程，并对审计实践和教学中存在的

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对策建议，

发表审计相关学术论文50多篇。这

些系统历练也使我从一名初出茅庐

的青年教师成长为审计学副教授，

学术研究逐渐聚焦审计研究。

二是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深入阶

段。1992年 9月，我开始师从中国人

民大学阎金锷教授攻读审计学博士

学位。在阎教授的悉心培育和支持

下，读博期间我取得了一系列审计

学术研究成果，从此更坚定了走审

计学术研究之路。后来无论是在参

与中国人民大学《审计学》教材编写

中采用理论论述、实践介绍和案例

分析的方式创新审计学教材的体系

设计，还是作为中国注册会计师独

立审计准则组成员负责起草独立审

计准则并承担会计师事务所体制改

革和注册会计师继续教育体系建设

等课题的研究工作，我始终秉持着

从事审计学术研究服务审计实践的

理念，努力探索当代中国审计实践

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践行着自己

从事审计学术研究的使命与担当。

1995年在担任江西财经大学校长助

理并于两年后担任副校长走上行政

管理和教学科研“双肩挑”的道路后，

我仍始终将自己定位为教师。为了

不和行政事务冲突，我习惯把科研、

审阅论文等需要大段时间集中精力

完成的任务，从日常工作时间延伸

到晚上、周末来完成。

1999年 3月，我到北京从事国家

会计学院（后改为北京国家会计学

院）的筹建工作后，与审计署、中国

注册会计师协会、中国内部审计协

会有了更广泛、深入的交流和合作，

承担并完成了“中国注册会计师继

续教育体系建设”“大数据、云计算

在审计中的应用”“数据导向审计的

理论、方法体系”等多项重要课题的

研究，开始走上了为全国性专业审

计机关和团体提供政策制定的决策

咨询之路。

后来在受邀担任湘财证券有限

公司的监事会主席、中国证券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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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和重大资

产重组审核委员、中国审计学会副

会长期间，我开始接触和了解公司

治理的实践，并将公司治理与内外

部审计实务结合起来进行跨学科的

学术研究；广泛接触上市公司的审

计实务问题，了解和研究审计理论

和政策前沿问题，这为提升审计理

论研究高度提供了条件。2003年起，

我又陆续担任多家上市公司独立董

事和审计委员会主任，开始深入了

解上市公司的审计业务和领导上市

公司的审计实践。

2009年我担任审计署国家审计

准则委员会委员，参与国家审计准

则调研和制定工作，以及审计署法

规制度制定和修改咨询工作，为深

入研究政府审计理论和实践打下了

基础。在此后的审计学术研究中，我

提出了 “公共受托经济责任理论与

我国政府审计改革”“审计服务国家

战略与经济政策执行效果审计”“大

数据、云计算技术对审计的影响研

究”“政府审计参与国家治理的依据

和路径”“数据导向审计风险模型和

实现路径”等一系列有影响的观点

和见解。

三是吾将上下而求索的致用

阶段。从2018年至今，我先后担任

十三届、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怀着

强烈的使命感和高度的责任感，我

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发挥自身专业

所长为我国审计理论和实务发展建

言献策，为着力推动我国审计理论

和实务改革和发展贡献力量。所提

出的审计相关提案主要包括：《关于

构建统一高效的审计体系的提案》

《关于国有企业建立总审计制度的提

案》《关于将审计学设置为一级学科

的提案》《关于在上市公司实施联网

审计的提案》《关于建立和完善上市

公司审计强制轮换制度的提案》《关

于改革上市公司财务信息披露制度

提高财务信息披露质量的提案》《关

于改进和完善预算执行情况审计工

作的提案》。

二、研究体会：从事审计学术

研究要有“五气”

回首从事审计学术研究的40多

年，我有身心疲惫之时，也有遭遇挫

折之时，但“躺平”永远不是我的选

择，学术研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是

激励我不断前行的动力。我经常鼓

励自己：既然选择了从事审计学术

研究，就要耐得住寂寞，忍得了孤

独，要有“板凳要坐十年冷”的毅力，

不能知难而退、半途而废。我保持从

事审计学术研究的动力是通过参加

审计学术会议和审计工作调研获取

审计学术研究信息，拓展审计学术

研究思路，深入了解审计实践中需

要解决的问题，但是持续的、主要的

动力还是来自于自己的兴趣和责任

使命。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也是消除

孤独、抵挡诱惑最有力的武器；责

任使命是持续激活我审计学术研究

的根本动力。也正由于此，我有幸参

与了审计领域的一些理论和实务问

题研究，深度体验了学术研究过程，

积累了一些经验，获得了一些体会。

一是从事审计学术研究要有经

世济民的“大气”。审计学术研究者

既要志存高远，又要脚踏实地，要将

审计学术研究与审计实际工作相结

合，准确把握审计行业发展大趋势，

构建中国审计知识体系；要以强烈

的社会责任感和专业敏锐度发现审

计理论和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并提

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和措施，促

进审计事业改革发展。

二是从事审计学术研究要有循

规蹈矩的“正气”。审计学术研究者

应坚持科学的研究作风，树立端正

的学风和文风，对待审计学术研究

应有敬畏之心，严格遵循学术规范，

脚踏实地开展调查研究、获取真实

数据并分析利用数据；在学术研究

过程中，应深入审计一线、接触基层

审计人员，广泛了解和学习国内外

相关知识和经验，深入研究党和国

家关于审计的相关政策，客观公正

地提出自己的研究结论和结果，推

进审计学术研究的繁荣。

三是从事审计学术研究要有敢

为人先的“勇气”。从事审计学术研

究，既不能邯郸学步，也不能故步自

封。审计学术研究者应坚持实事求

是原则，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

实际，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勇

于提出自己的独创性观点和建议 ；

在学术研究过程中，要有创新思维、

创新意识，敢于直面审计工作中存

在的问题，提出具有开拓性的新理

论、新方法和新举措，改革和完善现

行审计理论和方法体系，促进审计

工作质效提升。

四是从事审计学术研究要有埋

头苦干的“傻气”。审计学术研究者

要有“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

句空”的执着坚守，耐得住寂寞，经

得起诱惑，守得住底线，立志做大学

问、做真学问；要有吃苦耐劳的精

神，专注研究，不计得失。

五是从事审计学术研究要有触

类旁通的“灵气”。审计学术研究者

应有较高远的学术眼光，善于观察

现象、分析问题，勤于思考、敏于探

索创新；要通过读书、调查研究、学

术交流、名师指点，提高自己的学术

悟性和观察力；要走触类旁通的研

究之路，注重借鉴相关学科的研究

成果，贯通古今、融合中西，推动审

计学术研究创新发展。

（作者单位：北京国家会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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