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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按审计主体分类 审计的主体是指执行审计的专职机构或专

职人员，即审计活动的执行者。按审计主体，可以将审计划

分为国家审计、内部审计和社会审计。 (一)按审计主体分类 

审计主体是指执行审计的一方。按审计主体分类可分为政府

审计、民间审计和内部审计。 1.国家审计。 政府审计是指由

国家审计机关实施的审计。又称国家审计。政府审计的主体

是中央一级和地方各级的审计机关。它们由国有资源财产所

有人授权，并代表其对国有资源财产的主管人及其经管人的

部门、地区和单位的财政、财务收支和经济效益进行审计监

督。国家审计的主要特点是法定性和强制性.独立性.综合性和

宏观性。 【2006年试题】 与社会审计和内部审计相比，国家

审计的特点有： A.法定性B.内向性C.及时性D.强制性E.有偿性

【答案】AD【解析】国家审计的主要特点是法定性和强制性

。 2.内部审计 内部审计是指由部门和单位内部设置的审计机

构或专职审计人员对本部门、本单位及其下属单位进行的审

计。它包括部门内部审计和单位内部审计。 内部审计的特点

是内向性、广泛性、及时性。 【2004年试题】 与国家审计相

比.内部审计的特点有： A.及时性B.内向性C.法定性D.强制

性E.有偿性 【答案】AB【解析】内部审计的特点是内向性、

广泛性、及时性。 3.社会审计 社会审计也称民间审计，是指

由依法成立的社会审计组织接受委托人的委托所实施的审计

。社会审计组织主要是经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审核批准成立的



会计师事务所。 社会审计的特点是独立性、委托性和有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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