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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1/2021_2022__E5_AE_A1_

E8_AE_A1_E5_94_B1_E2_c122_481847.htm 每一次审计报告都

让民众欢欣鼓舞。因为审计报告不仅仅是传递了国家财政的

的钱都怎么花了，还反映了部委违法违规行为，直接体现了

一个公开的政府、透明的政府形象，以及建立法制政府的决

心。但每一次都让民众麻木和不理解。为什么国务院各部委

每次都有违法行为存在，屡教不改呢？如果法律的制定机关

都不以身作则，还怎么让老百姓守法呢？难道“刑不上大夫

，礼不下庶人”是古今惯例？ 李金华说之所以部委“屡审屡

犯”，大致有两方面原因，一是现有的财政管理制度有问题

，需要进一步完善；二是存在法不责众的现象。民众以为财

政管理制度的问题是次要的，甚至没有什么问题。因为财政

部制定的法规，财政部也有违规，这反映的是以身作则的问

题。审计署为什么没有违规呢？中纪委和其他没有违规的部

委说明了什么？一些部委无视法律，或者说法律观念淡薄，

依法行政观念淡薄，财政违法后处罚措施不到位是根本问题

。 部委可以违背自己制定的法规，借口是法规本身除了问题

。然而，民众违犯了部委的法规，能否也如此寻找借口呢？

民众普遍的感受是部委一个暂行办法可以暂行几十年不变，

一个错误的、不合时代发展要求的部委规章民众对其纠正何

其难也！最明显的例子是电信、金融等垄断行业的一些早期

部委文件，在政企不分的国有企业时期已经存在，到了政企

分开的市场经济时代，这些企业却拿着“旧文件”享受垄断

利益的同时，与民众谈论市场“公平交易”和“价格国际接



轨”。 李金华说总理多次讲“我们必须向人民做出一个负责

任的交代”，审计不仅仅是发现问题、揭露问题，而其还要

督促其整改，促进建立违规问题“问责制”是审计工作的最

终目标。在此我们说审计署的工作是到位的，民众是满意的

。但是，为何没有看到审计报告中提到的违规的各部位的领

导和责任人对违规问题做出的检讨，或者说对审计报告的认

识呢？ 从审计报告揭露部委违规问题，到审计报告再报告违

规问题的整改情况都是审计署一个部门在“自圆其说”。民

众有理由怀疑审计报告的权威性和部委违法违规行为还要持

续多久。总理说：“我们必须向人民做出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这个交待不能只是审计署一个部委的交待，而是由财务

连年违规的部委的交待。否则，各部委我行我素，集体违规

“法不责众”，审计署的“独角戏”起不到什么作用。 法律

的权威来自于严格的执行。“法布于众”就是告诉民众违法

要承担相应的后果。国家财经法纪原本是个部委自己制定的

，其中不缺少违法的制裁措施。只是这些制裁措施常常对下

层民众生效，一旦部委违规就“不生效”了。李金华说要通

过审计工作建立财务违规部委的“问责制”，原本的处罚措

施得不到执行，新的“问责制”建立多少管用吗？ 审计工作

要避免两种倾向，一是担心暴露部位违规问题多了，怕民众

舆论指责部委违规而不再报告；二是因为部委违规多了，而

放宽财政管理尺度，为部委财政松绑。为什么同样是部委机

关，审计署和其他没有违规的部委能够严格遵守财政纪律，

而违规部委做不到呢？关键的是“依法行政”不能在一些部

委实现，核心是“人”的问题。假如部委个个都是“李金华

”，相信不会有几十个部委集体违规的事件发生了。 法律没



有修改，民众不是照样执行。不能因为是部委机关就不执行

。法律不能因人而异，因为“部委违规而修法”。既然审计

报告是向全国人大汇报的，那么有关违规部委的纠偏和责任

追究也应当由全国人大来负责。无论如何，依法行政，建立

高效廉洁的政府，不能依靠“审计署”唱“独角戏”，部委

要学“李金华”。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