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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性很强的一项综合行政执法行为。这就要求审计人员

必须增强工作的适应能力，对每一个审计案件都要做到审得

出来、说得明白、写得清晰，确保审计质量。 审得出来要充

分发挥审计人员的专业优势，不仅要把财务方面存在的问题

审计出来，而且还应注重揭示、总结财务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或取得的经验。 一是审计人员必须重视审计专业知识的更新

与提高，加强对审计技术与方法的研究，不断提高审计能力

。审计人员切不可"吃老本"，不能懒惰，更不能凭"经验"，要

时刻注重知识的更新。 二是有强烈的责任心和事业心。强烈

的责任心和事业心来自于对审计事业的不懈追求与热爱，来

自于自觉地遵守审计工作纪律。站得直、行得正。审计人员

要培养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排除一切干扰，依法独立地行

使审计监督权，客观公正，实事求是，还事物的本来面目。 

三是树立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必须树立强烈的程序意识。

审计程序是法定的，一个不按法定程序进行操作的行为是无

效的行政执法行为。审计问题没有大小之分，只是存在的性

质不同。所以，不能主观臆断，简单从事。既要充分利用审

计线索，又要不放掉任何蛛丝马迹，对发现的一切线索都要

做到纵向审计到底，横向审计到边，把问题查深查透。 四是

审计组成员间必须建立起和谐关系。就一个具体的审计项目

而言，审计组是一个整体，尤其是审计项目质量的高低，不

是某个人的水平，而是需要审计组集体的智慧，代表着审计



组的整体素质与能力，是审计组共同努力的结果。为此，审

计组成员切不可"单打一"，"各自为战"，要做到技术与方法互

相交流，问题要互相探讨，发现线索要互相提醒，资料要互

相共享。 说得明白"说"是沟通的一种主要方式。审计人员要

加强"说功"的练习与应用。 一是审计内容、审计目标能够说

得明白。不仅是向领导汇报工作时要把情况说明白，对被审

计单位或者进行调查取证时，更要把审计内容、审计目标或

者意图说明白，以建立起和谐的审计关系，营造良好的审计

执法环境。 二是审计事实要说得明白。不能凭经验、凭感觉

进行审计，更不能搞合理推测。对每个审计问题都必须搞清

来龙去脉，做到一事一证，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三是审计

定性依据、处理结果能够说得明白。对被审计单位的意见与

要求能够说得明白。 四是对审计案件能够从不同角度说得明

白。审计人员要扩大视野，善于透过微观审计，从法律、财

务制度规定和政策以及经济发展等宏观角度全方位、多侧面

地分析看待审计中查出的问题或现象，进行深入地剖析，查

找深层次的原因，提出有针对性、可操作的审计意见和建议

，以满足不同层面的需求，促进审计成果转化。 写得清晰审

计报告已由原来审计机关的内部文书重新定位为审计结果的

最终载体。这就意味着审计报告已不只是给审计机关的人员

看，更重要的是不同层次的公众看得清楚。"审、说、写"得

不到结合是目前部分审计人员存在的共性缺失，必须引起各

级审计机关的足够重视。有的审计人员片面地认为审计人员

的任务就是查账，"写"的如何不重要。正是基于这种想法，

使有的审计人员不重视"写"的能力的提高。审计报告是审计

成果的体现，只有高度重视审计报告的编写，才能不断提高



报告质量。 一是审计报告的制作必须符合规范要求。没有规

矩不成方圆。文章虽然没有规律可循，但规范定律不可无。

规范的审计报告是审计规范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

此，在制作审计报告时，各种要素必须齐全、规范。 二是要

重视谋划布局。审计报告不是资料的简单堆积，更不是任意

地罗列。要精心设计撰写提纲，按公文要求分清段落，突出

层次性，增强审计报告的内在逻辑性。同时，要笔墨均衡，

保证文章的整体性。 三是要简明扼要、通俗易懂。审计文书

实质是法律文书的一种，简明扼要、严谨是法律文书的共性

。切不可冗长，总怕别人看不明白，画蛇添足。同时，审计

人员要注意改进文风，切不可数字连串、专业术语连篇。对

于报告中涉及到的比较生疏的专业术语或一些主要数据的勾

稽关系，一定要加以注明，防止让人越看越糊涂，不得要领

。 四是用词规范、严谨。不用或尽可能少用形容词、词意表

达不准确的词或生疏的字、词。对问题的定性语要认真推敲

，从法律角度、政策规定角度进行考证。百考试题编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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