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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做正确的事和正确地做事。国家金融审计经过十来年的

探索和总结，形成了一整套有效的审计方式方法，基本上解

决了正确地做事的问题。面临新形势和新要求，做正确的事

的问题应该是我们国家金融审计人员不断思考并需要解决的

问题。为有效发挥我国金融审计作用，本文将深入探讨国家

金融审计的重新定位问题。 一、问题的提出及国家金融审计

的重新定位 目前，我国国家审计仍面临着审计任务繁重和审

计力量不足的矛盾。如审计署南京特派办成立15年以来，尽

管每年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财力，每年也只能审计一至两

家金融机构，所检查的金融分支机构在10个左右，审计覆盖

面一般低于30%.至今，辖区内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尚有中

国农业银行从未审计过，更不用提及审计中小金融机构了。

这对矛盾之所以比较突出，一方面是由于审计力量不足；但

更重要的是与国家审计的职能和任务不尽明确有关。这主要

表现在国家金融审计与政府金融监督管理部门的职能划分不

清，存在交叉重复、政府资源使用效率低下的问题。解决这

个问题必须要考虑“做正确的事”的问题。换句话说，根据

新形势的需要，我们有必要从理论上对国家金融审计重新定

位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我们认为，审计制度是国家的基本政

治制度之一，国家审计的本质在于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在

于对政府行为绩效的监督。从长远来看，我国国家金融审计

目标是，促进政府金融管理机构充分有效地行使权力，以防



范金融风险，保证国家的金融安全。国家金融审计的职能定

位应该是：对有关政府金融管理机构的再监督，即金融管理

绩效审计，包括对央行出台的货币政策的合理性、财政部的

有关金融企业政策及其资产管理情况以及对银监会、保监会

和证监会的监督效率和效果进行审计。 根据上述目标和定位

，金融管理绩效审计的主要内容是对政府金融管理部门行为

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即对金融管理绩

效进行综合考核和评价。具体地说要考核和评价以下四项内

容： 1.金融政策的合理性，包括政策的制定是否促进了经济

的发展，政策的调整是否及时有效；2.监管内控制度的健全

性，包括监管制度办法是否完备，监管机构设置和人员配置

是否科学合理，岗位职责是否明确；3.监管运行的合规性，

包括监管政策法规是否得到贯彻落实，监管是否全面、实施

过程各个程序、环节是否都符合法律和制度规定；4.监管内

控机制运行的有效性，其结果即表现为监管绩效。有效性包

括有效率、有效果和有效益。有效率是指完成监管任务效率

高、监管成本低；有效果是指实施监管取得预期结果；有效

益是指监管过程及结果产生了正的“外部效应”，促进了金

融的创新与发展，维护了金融良好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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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