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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51/2021_2022__E5_9B_9E_

E5_BF_86_E9_A3_8E_E6_c53_451382.htm “审计，就是一个国

家的‘看家狗’！”这句话出自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之

口，这个‘看家狗’可不是一般的‘狗’，它是一个忠心耿

耿的保卫国家财产的卫士。 那么，什么叫做审计呢？其实它

有自己明确的定义。审计是由专职机构和人员，对被审计单

位的财政、财务收支及其他经济活动的真实性、合法性和效

益性进行审查和评价的独立性经济监督活动。这个定义准确

地说明了审计的本质，审计的主体、客体，审计的基本工作

方式和主要目标。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谈起审计工作，有

的人会将审计与统计工作混淆，也有的人认为审计与纪检、

监察是一个部门，还有的人认为审计是检查会计工作的，这

些看法说明审计工作还不被大家完全了解，审计对大部分人

来说还很陌生。根据定义，审计是一项具有独立性的经济监

督活动，独立性是审计区别于其他经济监督的特征；审计的

基本职能是监督，而且是经济监督，是以第三者身份所实施

的监督。审计的主体是从事审计工作的专职机构或专职的人

员，是独立的第三者，如国家审计机关、会计师事务所及其

人员。审计的对象是被审计单位的财政、财务收支及其他经

济活动，这就是说审计对象不仅包括会计信息及其所反映的

财政、财务收支活动，还包括其他经济信息及其所反映的其

他经济活动。审计的基本工作方式是审查和评价，也即是搜

集证据，查明事实，对照标准，做出好坏优劣的判断。 说清

楚了审计，总是觉得少了些什么，对了，那就是“风暴”！



自从2004年6月以来，“审计风暴”这四个字几乎就成了不可

分割的整体。2004年6月24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

议上，审计署1.2万字的年度政府审计报告，在全国上下掀起

了一场“审计风暴”。国家一些重要职能部门赫然在目，部

分金融机构的重大违规行为也被一一摊在桌面上。这次审计

报告引起整个社会的震动，与其中的几个特点直接有关，这

些特点我们可以概括为几个“前所未有”： 第一，涉及的问

题的严重性前所未有。“问题资金”数额巨大，动辄百万、

千万甚至数以亿计，有的竟然把救助灾民身家性命的拨款挪

用去建设楼堂馆所。 第二，涉及的审计对象地位之高前所未

有。原“国家计委”、国家林业局、国家体育总局、中国工

商银行、中国人寿保险公司等，这都是中央政府部门，或是

国字头的单位。 第三，审计报告措词激烈前所未有。2004年6

月25日，审计署首次全文公布审计报告。点了四个中央部委

的名，曝光了一批大案，被媒体称为有史以来措词最为严厉

的审计报告。据说，在报告形成过程中，审计署内部也曾有

过争议。有人认为这个报告出去可能影响太大了，得罪人太

多，还有人认为风险太大。最后，总理表示，只要这些都是

事实，就必须如实全面地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 第四，透

明化前所未有。已有媒体将国家审计署3年来的透明程度进行

对比。2002年的审计报告有30页，但点名的案件只有一宗

；2003年的报告只有16页，8000多字，曝光内容却大大增加。

与去年相比，今年的审计报告针对具体案件，数据披露更为

详实。 在上述这些特点中，最震撼人心的恐怕就是对55个中

央部门和单位的全面审计。其中，7个部门采取虚报人员、编

造虚假项目等方式，套取财政资金9673万元。41个部门挤占



挪用财政专项拨款和其他有专项用途的资金14.2亿元，主要用

于建设职工住宅、办公楼和发放各类补贴。还有一些部门预

留预算资金问题比较突出。一是有预算分配权的部门年初大

量预留资金。比如在2003年，国家某部委共分配预算资

金162.1亿元，年初预留62.91亿元，预留比例达38.8%；某部在

年初分配预算资金时，将三项费用17.01亿元全部预留，直到

当年8月至11月份，才采取追加的方式批复到有关地方和部门

。二是22个部门在向所属单位分配预算资金时，年初预

留223.69亿元，占财政部批复预算的13.65%。这些做法造成资

金分配随意性大，明显不符合部门预算改革的要求。 根据全

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的要求，审计署还对国务院24个部

门2003年度决算(草案)进行了审签。从审计情况看，部门决算

编报不真实、不规范的问题仍然存在，主要是少报收入和结

余、虚列支出、漏汇少汇部分资金等，涉及金额40.54亿元。 

此外，国家审计署还发布了公告，公布了对部分单位2003年

度预算执行审计结果，以及部分金融系统2002年度资产负债

损益审计结果。 如国家某局当年收到所属单位上缴的行政事

业性收费收入418万元。到2003年底，上述资金仍在局财务“

应缴财政专户”中挂账，未按规定及时缴入中央财政专户。

另有4个基础建设项目（总金额为617．6万元）已超过了建设

年限，至2003年末仍未完成，不利于预算资金的有效使用。

而且对已完成的国家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未进行整体验收。该

项目由该局自1999年开始组织实施。到2003年底，33个单项工

程已全部完成，该局已分别进行了单项验收，但对该项目的

整体验收和结题工作尚未进行，不符合有关规定。 2003年6月

，国家某局在转批财政部批复的经费预算时，少批复检验检



疫专项业务费预算5000万元、设备购置经费预算3000万元，

直至2004年1月才批复完毕；截至2003年底，尚有检验检疫行

政事业性收费成本性支出预算、人员工资等合计1．21亿元未

予批复。 2003年，机关服务中心等四个直属单位挪用检验检

疫技术保障专项经费2066万元，用于办公楼和职工宿舍楼的

物业管理等项支出；中国标准化研究院挪用组织机构代码证

书收费项目经费309万元，用于下属全国组织机构代码管理中

心基本支出。 中国某银行在经营管理、风险控制、财务核算

等方面也存在一些薄弱环节，一些分支机构违规发放贷款、

违规办理票据承兑和贴现等问题时有发生。审计还查出各类

涉嫌违法犯罪案件线索30起，涉案金额69亿元。 可喜的是，

问题虽然很严重，但是各部门依然积极采取措施进行整改。

根据27日提交给人大的整改报告，有6个部门已经按照审计决

定要求追回已下拨的财政资金，或将套取的财政资金上缴中

央财政；关于41个部门挤占挪用财政专项拨款和其他有专项

用途的资金14.2亿元的问题，有33个部门已全部纠正，7个部

门正在纠正，合计已追回和调整纠正被挤占挪用的资金11.29

亿元，占违法违规问题金额的79％。报告说，对长江重要堤

防隐蔽工程质量存在的问题，目前调查工作已结束。水利部

长江委已对部分标段组织实施补抛工作。水利部对有关监理

单位分别给予了降低资质、罚款等处罚，21名触犯刑法的违

法犯罪人员，有7人已被判处有期徒刑。此间观察家指出，国

务院对审计报告的明确支持和舆论的高度关注是整改情况取

得显著进展的两大重要因素，严格、公正、公开的政府审计

正在成为中国建设廉洁高效政府的重要手段之一。 这就是审

计风暴，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全国审查、整改的风暴。 “审计



不一定总是风暴的形式，人们应更多地去关注审计本质作用

的发挥，审计是关注责任，关注责任履行情况。”这是中国

审计学会副秘书长、审计署科研所副所长崔振龙在审计风暴

之后所说的，这其实表明，审计将回归理性。因此，对审计

领域来说，2005年的关键词汇，应该是“问责”。 按照审计

署的规划，哪些领域、部门或者项目将会成为2005年审计的

重点？据崔振龙介绍，在依法履行法定框架内职责，全面审

计的基础上，审计署会有所侧重的审计领域包括：第一，从

预算审计的角度，重点是对有资金分配权的单位进行审计。

各个政府部门职能权限不同，有的单位有资金分配权，比如

财政部、发改委、科技部、教育部等；有的没有资金分配权

，比如统计局、审计署。预算审计的目的是规范预算管理，

检查国家预算的执行情况，因此对有资金分配权的单位重点

审计是毫无疑问的；第二，是国家重大的建设项目，这是财

政投资比较多的地方。近年来，政府重大建设项目体现比较

突出的是高等级公路建设，与环境保护相关的也越来越成为

财政支出的重要领域；第三，是围绕可持续发展，促进社会

和谐，重点审计关注与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专项资金。专

门审计领域比如今年的农村合作医疗、社会保障等。此外，

金融是审计机关始终关注的。不仅2005年，金融审计每年都

是审计重点。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金融在整个国家的经济生

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也是容易有风险的地方，而从

以往的审计结果来看，该领域发现问题确实比较多。 从这里

我们就可以看出，2005年审计风暴依然不会停下来，只不过

是以另外的一种形式，更加广泛更加细致的吹遍中国的每一

个角落，而且我们相信，这股强劲的风暴在以后的日子里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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