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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AF_95_E5_A4_A7_EF_c26_247170.htm 一、注意事项 1.申论

考试是对应考者阅读理解能力、综合分析能力、提出和解决

问题能力、文字表达能力的测试。 2.作答参考时限：阅读资

料40分钟，作答110分钟。 3.仔细阅读给定资料，按照后面提

出的“申论要求”依次作答。 二、资料 1.审计署审计长李金

华日前在中央部门财务负责人审计研讨会上谈部门预算执行

审计。他说，这些年，我们把主要精力放在对中央部门的预

算执行审计上，实行审计结果公告制度，就是想在全国带个

好头促进提高政府预算的科学性、规范性和公开透明度是审

计的最终目的。国家的财政资金主要是纳税人通过税收的形

式向国家提供的。政府用这些钱，怎么花？为什么这么花？

必须向纳税人有一个交待，唯一的办法就是公开透明。 另外

，审计结果公告制度要继续健全。今年的预算执行审计方案

就明确了一条，明年向人大常委会的报告，凡是哪个部门、

哪个单位有屡查屡犯问题的，一定要点名。对于审计结果公

告，开始一些同志不太容易接受。但是公告制度既是法律的

规定，也是一个通行的国际惯例。我们的指导思想是，不管

问题多少，制度必须坚持，同时要把握好节奏、尺度，现在

有些公告相对集中，有些公告相对分散，目的就是尽量不要

引起所谓的“刮风暴”。 审计就是要揭露问题，但揭露问题

的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我们准备今年在预算执行审计之前

给大家一个多月的时间自查，凡是自查自纠的问题一律不上

审计报告。从审计的主观愿望来讲，希望问题越少越好，没



有问题最好。审计的成本也是很大的，如果真的管理都规范

了，各项制度执行都很好了，审计工作就好做了。 2.据新华

社电根据审计署2007年3月26日公布的对34个干线公路项目的

审计结果，项目建设中违规招投标、挤占挪用、损失浪费等

行为涉及的资金超过160亿元，已有81人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或受到党纪政纪处分。 此次审计的34个高等级公路项目大部

分是在“十五”时期开工建设，建设总里程5324公里，概算

总投资1662亿元，分别占“十五”时期我国高等级公路建设

里程和概算投资的17％和16％。 审计结果显示，截至2005年

底，竣工通车一年以上的20个项目中，有14个项目实际车流

量只达到可行性报告预测值的60％，在规定的偿债期内很难

还清贷款。其中哈尔滨一高速公路项目实际率流量不到预测

值的14％。 “导致公路项目建设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建设

管理体制尚未理顺，责任追究机制未落实到位。另外，一些

地方政府为了争取立项也有意夸大预期效益。”审计署有关

负责人表示。 这位负责人指出，一些主管部门在项目建设中

既是决策者，又是管理者和建设者，极易产生权钱交易等问

题；一些地方政府及项目建设单位对历次检查发现的问题不

依法追究责任，助长挤占挪用建设资金、非法转分包等违法

违规行为发生且屡禁不止。 根据公告，对审计查出的问题，

审计署依法向司法机关、纪检监察部门移送违法违纪案件34

起，移交交通主管部门查处16起。同时，已建议交通部和有

关地方政府及项目建设单位进行整改。 公告称，交通部门和

有关地方政府对审计查出的问题“高度重视”，认真督促整

改，使多数问题得到纠正。其中，已收回中标单位违规获利

资金1163万元；收回套取的建设资金3274万元；收回被挪用



的建设资金7.4亿元；收回截留挪用拖欠农民征地补偿费3.96

亿元。 3.审计问题屡查屡犯，公共财产一再流失，已经成为

“审丑疲劳”。纵然，诚如李金华审计长所言，这些审计出

来的问题，有着经济双轨制、执法不严等等多种成因。但不

论问题归于何因，既然审计出来的问题本质是属于违法违规

的，那么，公众就有理由要求这些问题被纠正整改，相关责

任主体也应该受到惩罚和问责。 问题是，这些屡查屡犯的审

计问题，很多都是“老问题”，或者是“老问题”的“新变

种”。事实上，近年来掀起的一年一度所谓的审计风暴，很

多不过只是上一年的“翻版”而已，特别是近年来在医疗卫

生与教育系统内审计出来的问题，是“老问题未改，新问题

又生”，这实际上只能意味着，尽管我们肯定审计的监督作

用与发现功能，但现实也说明，审计机构本身在“监督发现

”与“纠错惩罚”的实践中，还未能真正的强硬起来。 4.我

国的最高国家审计机关审计署设在国务院之下，其实质上是

政府的内部审计；本级审计机关受上级审计机关和同级政府

的双重领导。诚然，这种体制设置在国家审计成立之初可以

争取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对初期国家审计的发展是有积极

意义的，但随着改革的深入，这种体制设置的缺陷已日益明

显，即其很难对各级政府的一把手进行监督，对权力下放（

即政治体制改革实行的放权）引起的地方保护重地、宏观调

控弱化起不到应有的监督作用，已严重影响国家审计职能的

发挥，制约了经济监督体制的健康运行。 5.审计报告曝光出

来的问题，有关部门已着手查处，但是，报告中暴露出来的

制度上的漏洞，如何才能得到弥补，这是摆在中央高层和审

汁署面前的一个新课题。我国《宪法》已明确规定：“审计



机关在国务院总理的领导下，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计监

督权，不受其他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这是国

家授予审计部门的“尚方宝剑”，现在必须依据《宪法》，

进一步完善有关审计的法律法规，扩大审计的权力和范围并

实施审计结果公布制增加审计的透明度，接受全国人民和社

会的监督，以建立一个高效、廉洁、透明的法治政府。 6.“

中央9个部门吃空额；18个部门挪用专项资金为私用；7个部

门隐瞒收入、虚列支出，将资金私存私放⋯⋯”6月27日，国

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在做中央预算执行审计情况的报告时

如是说。每年6月底，“铁面审计长”的这个报告，都是全国

人大常委会例行会议的重头戏。2002年以来，由于“审计风

暴”深人人心，李金华的报告已经成为民众的心理期盼。 但

是，在李金华读完今年的报告之后，民众的心理却有落空的

感觉。因为牵扯到上述违规行为的中央部门并没有被点名，

众所期盼的新一轮“审计风暴”难见踪影。两天以后，时事

评论员时寒冰在《上海证券报》发表时评，称“审计报告不

点名不利于审计监督”。 同时，今年的审计报告还向其他例

行报告靠拢，先说成绩后说不足，改变往年只说“不” 的局

面，导致今年报告比往年更长。这些表面上的变化，尽管令

民众难以理解，但在业内人士看来，却有着“转型”的意义

。“此前，对违规问题的查处是审计工作的重点，现在，这

一重点正在向绩效审计过渡，是一种进步”，中国审计学会

理事、武汉大学商学院教授廖洪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虽然有轰动效应，但违规毕竟是少数，绩效审计才是日常审

计的重点，这一转型也符合国际潮流。” 7.在“审计风暴”

进入第5个年头的时候，违规行为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得到遏制



，用李金华在今年报告中的话来说：“总的看，财政部在具

体组织200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过程中较好地履行了职责，中

央预算编制的质量、执行的效果和预算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

。” 8.《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06年第1期“审计风暴”所

暴露的是我国审计体制模式的不健全、对政府机构和官员监

督机制的缺失以及国家预算管理体制薄弱等问题。而我国学

者在此次风暴之后探讨的一个焦点问题就是我国审计体制模

式的改革问题，这一体制模式的改革对我国经济的健康、持

续发展有着重要意义。笔者认为现阶段隶属于人大的“立法

型”审计体制模式还不适合我国。我们应该坚持我国现行的

“行政型”审计体制模式，这种模式有利于政府通过审计机

构来加强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也有利于加强对重点领域、重

点部门和重点资金的审计监督，促进政府工作的目标的贯彻

落实。现在我国急需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完善“政府型”审计

体制模式，加强审计的独立性，使审计机构的审计工作在不

受干扰的情况下客观进行。 9.需要反思的一个问题是，中央

有一年一度审计风暴冲击，地方为何风平浪静？对于出现审

计风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李金华讲，这不是他个人的原因

，是审计部门严格按照法律执行的结果。全国只有一部审计

法，国家审计署按照审计法审计能够刮起“审计风暴”，为

何地方风平浪静。是地方没有问题吗？这显然不可能，看来

问题的关键是地方审计缺少像李金华这样敢于严执法、敢做

敢为的审计署长。公众是否也包含了另一期望，他们不满足

仅仅中央刮“审计风暴”，在地方也应该刮起“审计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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