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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AE_A1_E9_A1_B9_E7_c41_65988.htm 编制审计项目计划是

国家审计的一个法定程序，是关乎审计质量提高和审计风险

防范的一项重要工作。可是，长期以来，由于相关法规制度

不够健全，使得这项工作在一个较低水平上徘徊，影响其作

用的发挥。以下就审计项目计划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如

何改进谈谈自己的看法： l、关于计划体系。目前的审计计划

缺乏体系概念，一般审计计划仅指各级审计机关编制的《年

度审计项目计划》。鉴于审计工作的特殊性、审计管理和审

计业务的复杂性，根据计划管理的一般原理，审计计划不应

是单一的，而应该是若干层次计划组成的一个体系。其中，

第一层次是审计机关按年编制的《年度审计项目计划》。第

二层次是审计机关业务部门按年或按季（月）编制的《审计

项目实施计划》和《行业审计方案》。第三层次是审计组编

制的具体审计项目的《审计方案》。第四层次是审计人员根

据审计分工编制的《审计过程计划》。这四个层次的计划，

层次高的统辖层次低的，并依次是其低层次计划的直接依据

，低层次计划服从并服务干高层次计划，它们相互关联，相

互协调，共同构成审计计划的体系框架。 2、关于计划规范

。目前主要的问题是缺乏一个操作性较强的可以作为计划管

理工作标准的统一的审计规范，由此造成不同地区、不同单

位和不同人员做法上的较大差异，其学识水平、工作经验及

单位环境对计划质量都有很大影响，不符合审计“三化”建

设的要求。审计署虽然在 1996年颁布了《审计机关审计项目



计划管理暂行办法》，其面目也是以审计项目计划管理规范

出现的，可是由于该文件主要站在审计署本身的角度，且对

审计项目计划编制方法等重要内容也没有规定，涉及到的一

些内容规定得也不够具体。人们常说制度的缺陷是管理中最

大的缺陷，所以当务之急是站在审计事业发展的角度，按照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审计的内在要求对这一文件进行修订，

使其和《审计法》、《审计法实施条例》中关于审计项目计

划的规定一起，架构较完整的审计项目计划管理规范体系。

3、关于计划的审批下达。目前，审计项目计划审批下达做法

很不一致，单从审批下达部门上看，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

由同级政府审批、以政府或政府办名义下达。二是由同级政

府审定大原则、大项目，审计机关确定具体措施和单位，并

以自己的名义下达。三是由审计机关自定所有项目和单位、

以自己的名义下达。本人认为，这三种做法都不违法，且各

有其优劣，很难说谁对谁错。譬如，第一种做法提高了审计

计划的权威性，能使审计工作紧扣政府的工作中心，也便于

计划的执行，但是计划编制出台时间较长，且易造成审计工

作被动。第三种做法体现了审计的独立性原则，但由于计划

下达主体和执行主体都是审计机关，执行中就少了些监督制

约。如果政府领导的法制观念强、政府机构的办事效率高，

第一种做法肯定为最佳。如果被审计单位遵守《审计法》、

配合审计工作的自觉性较强，第三种做法也不失为一种好做

法。根据目前的审计实际，从兼顾独立性和权威性两方面考

虑，第二种做法相对为最佳，值得推广。 4、关于计划中项

目的划分。目前计划中“项目”的划分尚无固定标准和做法

，有的把一个被审计单位称一项；有的基于审计机关业务科



处分工，把每个业务科处实施的审计统称一项，如工交审计

、商贸审计；还有的把同一性质的审计事项称一项，如企业

审计、行政事业审计；有的将上述第二、三种方法相结合，

把由同一科处实施且审计事项的性质相同的称一项，如工交

企业审计、工交事业审计。这些比较混乱的情况影响了审计

项目计划的严肃性，给统计。考核、管理工作也带来了不少

麻烦。为使计划工作更加规范，本人建议采用复合分项法，

即按被审事项性质，打破部门行业界限将审计任务分为若干

项，每一项下按审计机关业务科处分为若干类，每类下按被

审计单位分为若干个，相应的统计工作也应据此加以规范，

既要有项数，也要有类数，还要有个数。这种方法的要点是

：按性质，分级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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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