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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BA_9C_E7_BB_A9_E6_c67_256319.htm 为了避免混淆，本

文所指的绩效审计仅限于政府审计的范畴。我们认为，政府

绩效审计就是审计人员采用现代技术方法，对政府部门和国

有企事业单位的项目和活动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客

观、系统地进行独立检查和评价并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为

有关方面决策提供信息。 绩效审计的基本要素 （一）审计目

标 审计目标是审计活动的既定方向和要达到的预定结果。政

府绩效审计的基本目标定位是： 1.对被审计单位是否经济、

有效地执行有关政策进行独立审计检查。 2.对被审计单位和

审计对象实现既定目标的程度和所造成的各种影响进行报告

，为决策机构提供相关的评价意见。 3.发现并分析审计对象

在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方面存在问题的迹象或绩效不佳

的领域，提出审计建议，以帮助被审计单位进行整改。 （二

）审计范围 1.财政性资金（或称公共资金）支出。其内容主

要有： （1）行政事业单位的经费支出。行政单位涉及各级

政府部门、人大、政协、以及由国家财政提供工作经费的党

派机关和部分社会团体；事业单位包括文化教育、科研卫生

、社会福利及其它社会公共事业部门。 （2）国家投资建设

项目。主要是指由财政性资金 （财政拨款或财政融资）投资

的各种建设项目。有些项目并不全部是由国有资金投入的，

但只要是属于政府审计管辖范围内的投资项目都可以进行绩

效审计。 （3）其他各种专项公共资金的使用。专项资金是

指财政预算安排的或有关部门、单位依法自行组织的，具有



特定用途的财政性资金。比如行政事业专项资金、社会保障

基金、农业专项资金、环境保护专项资金等。 （4）国际金

融组织和外国政府援助、贷款项目。 2.国有及国有资产占控

股或主导地位的企业和金融机构。 （三）审计职能 审计目标

决定了审计职能。绩效审计除了一般审计所具有的监督职能

、服务职能外，还特别强调评价职能即在监督的基础上对被

审计单位的资金使用和项目执行情况，也即经济性、效率性

和效果性进行评价。比如，被审计单位所选用的执行方式是

否体现了经济性？所获得的结果是否与所使用的资源相匹配

？结果是否与政策目标保持一致？对社会的影响如何？等等

。 （四）审计程序 政府审计程序通常包括制定审计项目计划

、审计准备、审计实施和审计终结四个阶段，绩效审计也不

例外。绩效审计准备阶段的关键工作是建立具体、明确的审

计目标和绩效标准，为此，必须充分了解和掌握被审计单位

或项目的基本情况，比如相关法规、协议、工作目标或项目

目标、内控制度，单位或项目的产出情况包括产品或服务、

社会影响等。 （五）审计报告 绩效审计报告是审计机关集中

体现审计结果、反映审计目标实现程度的一种书面文件。报

告的写作应当行文简练，突出重点，体现实质。与财务审计

报告不同的是，绩效审计报告是对外报告，报告接收人是有

关政府部门，报告人是审计机关而不是审计组。绩效审计报

告的内容主要包括： 1.相关的背景资料。说明该审计事项为

什么值得审计注意，介绍审计实施的基本情况和被审计项目

或单位的基本情况，并说明在评价绩效时有哪些特别的考虑

，比如被审计单位受到了什么影响和限制等。 2.绩效标准和

结论。评价绩效的标准和结论以及支持结论的依据，必须一



一列出，不管是好的方面还是差的方面。对于经营管理活动

中存在的问题还要指出根本原因。 3.审计建议。审计建议针

对的是重要领域，要客观、合理、具有可行性。 美国和加拿

大的绩效审计报告中有一点很值得我们借鉴。在其报告的最

后通常增加一项内容，即被审计单位对报告的反馈意见，其

中包括被审计单位管理层对审计结果、审计结论和审计建议

的意见，计划采取的改进措施，以及审计机关对于被审计单

位反馈意见的看法和对报告的修改说明。这样的报告更具说

服力，所提供的信息也更加全面、完整，对审计机关和审计

人员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绩效审计的技术方法 （一）信息

收集技术信息收集就是审计取证。绩效审计沿用了一部分传

统财务审计的方法，比如审阅法、核对法、函询法、观察法

、盘点法、抽样法等，但也有自身独特的方法。 1.实地观察

。对整个被审计单位的工作布局情况加以观察，了解经营管

理的全过程，看其工作功能的发挥，并获得对组织的整体印

象；对存货、设备状况进行实地观察，注意发现是否有多余

积压、废弃等浪费现象；对于项目、工作现场进行实地观察

，可以了解项目的运作过程。 2.面谈。向有关人员分别提问

并获得回答，采用口头询问同时做文字记录的方式。被询问

者可以是被审计单位的高级主管、一般管理人员、当事人，

也可以是有关外部人员包括某方面的专家等。 3.座谈会。也

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多元式的面谈。在召开座谈会之前，可

以事先将有关调查表提交给被审计单位，以便他们有时间适

当做些准备，并选择相关的人员参与座谈。 4.调查问卷。当

涉及的人员或单位很多、以致无法进行必要询问时，可以采

用调查问卷的方式。关键的环节是设计一整套科学合理的表



格，要求所有内容采用问答方式，这些问题应该非常明确，

切忌模棱两可或带有某种诱导性。对于受益面比较广的资金

支出，特别是具体到某一类公众个体的资金，比较适合这种

方法，比如扶贫资金、三峡移民资金等。 5.审阅法。审查阅

读与被审计单位或项目有关的文件资料包括以前年度的审计

报告，从中找出有用的信息。 （二）信息分析评价技术 1.比

较分析法。比较就是将实际情况与一定的参照物或基准进行

对比，基准可以是计划、预算、标准、设计、历史、同行业

等。 2.因素分析法。对事实进行分析找出成困。比如某单位

的办公费用明显超支，那么，是因为人员增加还是工作量增

加？是因为浪费还是预算不合理？ 3.统计抽样。统计抽样方

法适用于总体比较庞大的审计事项，同样也需要计算机应用

软件的辅助。统计抽样的方法有如系统抽样、分层抽样、货

币单位抽样、随机抽样等。随机抽样有时会被误以为随意抽

样，其实后者并不是统计抽样方法。在传统财务审计实务中

比较经常使用的就是随意抽样，要么是主观选取数额较大的

，要么是任意选取。而随机抽样是有严格规律的，可以使用

随机数表，但最好是借助于计算机产生随机数。 4.量本利分

析法。这是一项决策技术，原理是根据产量、成本与利润三

者之间的关系，通过分析比较以选择最佳投资方案。这种方

法适合于以赢利为目的企业，对其实际投资决策进行分析评

价。 5.净现值法。这也是一项决策技术，与前者不同的是它

融人了货币时间价值的概念。其基本原理是将不同时期的收

益与支出全部转换为同一个时点上的货币价值，两者进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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