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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力度的加强和审计公告制度的逐步推行，审计机关越来

越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可，社会认知程度逐年提升，同时社会

各界人士也增强了对审计机关的信任，向审计机关信访举报

逐年增多，举报的内容广泛，对审计机关的期望值也很高，

因此审计机关在对群众信访举报落实过程中更要注意审计风

险的防范，应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举报问题甄别中

的风险防范 审计机关对群众举报的问题性质要注意甄别，认

真对待，正确认识。审计组在实施审计工作中经常会收到各

种形式的群众举报，如果举报问题属实，会在不同程度上为

审计人员查出问题提供重要的线索。但由于信访举报人对审

计工作的职能、职责、职权了解不多，容易产生审计无所不

能的认识。如果审计机关不对举报问题进行认真甄别，会将

审计工作带入误区，影响审计工作方向，特别是有些举报，

虽然反映的问题性质严重，但涉及面广、时间跨度大，没有

提供审计工作的切入点，仅凭审计机关的职权和手段难以完

成查实工作，如果据此举报立项，会给整个工作带来相当的

难度和风险。因此审计机关一定要根据《审计法》关于审计

机关是依照法律规定的职权和程序进行审计监督，是根据审

计项目计划确定的审计事项组成审计组进行审计的规定及审

计署有关信访举报事项的受理规定的要求实施举报落实工作

，对举报内容应及时认真地加以甄别，不在受理范围的及时

转送相关部门，不能受理的应及时告知、答复信访举报人，



从而避免被误解为行政不作为的风险，同时也避免了审计部

门超范围超职权行政的风险。 二、举报问题落实中的风险防

范 但凡被举报的重大问题往往要么隐匿较深，要么真假难辩

，落实中会遇到很多困难，过程会很曲折，也会遇到很大阻

力，这就需要审计人员平时多积累各方面的知识，具备较高

的职业敏感性，有较强的分析判断能力和业务水平，遇到困

难有不屈不挠的精神，否则面对复杂的问题、多变的情况会

由于审计人员的能力不足而给落实工作带来风险。例如沈阳

办查处的某银行虚假核呆案，举报人只反映银行伪造法律文

书，编造虚假核销手续，将不具备核销条件的2亿多元贷款进

行了核销，但在调查时发现银行提供的核呆档案与信贷档案

里手续完备、资料齐全，既有当地工商部门出具“公司已停

业多年，其营业执照已在工商局吊销”的证明资料，又有盖

有法院公章的企业已无资产可执行、终结执行的民事裁定书

，从表面上根本看不出违规核呆的迹象，但审计人员没有就

此放弃，而是依据经验和掌握的呆账诉讼类核销程序规定分

析判断：如果银行严格执行追偿程序，那么被核呆的企业应

留有法院的诉讼通知书、判决书或裁定书，应到那些被核呆

企业延伸看个究竟，经到企业延伸审计，那些企业证实从未

收到过法院的诉讼通知书，根本不清楚自已被交行起诉和法

院判决、裁定的事。这一查，一个令人震惊的银行与当地司

法、行政部门联手大批量造假核销巨额贷款的案件被查处，

一个新型金融违法案浮出水面，正是由于审计人员凭借丰富

的审计经验、敏锐的职业分析判断能力，使这一被举报人举

报多个部门未被查实的问题得以落实，违法犯罪问题最终未

能逃过审计关。如果审计人员技不如人、举报问题属实而不



能查处到位，不能分辩真伪，就会带来重大的职业风险。 三

、举报落实结果的风险防范 重要问题的举报信往往由上级部

门转交承办，落实结果要上报，审计机关的落实结果有时会

被其他部门做为依据使用，因此举报落实结果的表述显得尤

为重要，如果表述中存在以偏概全、以点带面，往往会由于

落实结果的被使用而带来不良影响。特别对于举报反映的问

题范围无限大，只有部分内容属于审计范围的举报信，在落

实结果报告中要有范围限定内容的表述，不能概述，否则就

会带来风险。例如沈阳办查处的某举报人实名举报某市国税

局弄虚作假，违规减收增值税、违规办理退税等问题，总计

金额达几亿元的问题，审计组结合当年的国税审计针对举报

的问题逐一进行了核实，发现举报人反映的问题不实，但举

报人反映该国税局正在进行改账，所有涉税企业也对近几年

的财务账进行了调整，但举报人不能指出具体企业和事项。

为了避免假账真查的风险，审计组再次组织力量，加大力度

，经对部分企业部分年度延伸核实，仍未发现问题，审计的

职业判断认定举报不实，如果此时审计组在向上级上报的调

查报告中不对核查的范围、内容和核查实施的过程进行表述

，不表述经查哪些问题线索举报不实，而只表述为“举报不

实”，一旦核查结果被其他部门做为依据加以使用，就会存

在一定风险，因为审计不能包打天下，不可能对举报的内容

全部核查，也不能被举报人牵着鼻子走，在汪洋大海中寻找

可能有也可能无的举报问题，因此必须将调查落实的内容、

范围表述清楚，避免审计机关承担无限审计责任的风险。 四

、举报问题落实资料保全的风险防范 除上述立项、查证、报

告结果的风险防范以外，信访举报查处落实工作全过程的资



料保全也很重要，因为档案资料是审计查证过程的载体，是

查证后做出最终结论的基础，对于那些经查证举报属实的问

题，有的已通过立项转为审计或调查项目，相关资料会在审

计档案中得到保全，但有些经查证认定举报不实的问题，查

证过程的资料的保存往往被忽视，这会给审计工作带来一定

风险。如有一个经沈阳办查证认定举报不实的问题，我们上

报的结果被有关部门利用，有关部门结合其他情况对举报人

进行了处理，举报人反复上诉并通过新闻媒体披露后引起了

国家领导人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中纪委牵头成立联合调

查组对此问题进行重新复查和认定，复查涉及沈阳办核查结

论的相关情况时，此事已过去4年，参加查证人员有的已调离

原岗位，但正是由于原始查证资料齐全，档案完整，经认定

，我们的核查结论没有问题，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如果当

时的资料没有妥善保存，就没有充分的证据证实我们当时做

出的结论，就会带来一定风险，因此加强对举报落实资料的

收集整理，视同审计项目档案一样管理也是至关重要的。 总

之，信访举报落实工作是审计机关的一项重要工作，审计机

关高度重视这项工作并根据国家《信访条例》制定了一系列

信访举报工作管理办法，这些都为举报问题的落实奠定了基

础，有许多成功的审计案例的最初线索来源于群众举报，通

过对举报的重要案件的查处落实，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审计

成果。只要审计机关在信访举报的落实工作中把问题查深查

透，严谨细致地把好质量关，注意审计风险的防范，就能更

好地利用专业优势促进群众监督作用的发挥，也更能取得人

民群众的信任，促进审计事业的发展。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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