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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AE_A1_E9_9B_86_E4_c53_86074.htm 目前，全国有60%的省

市推行了会计集中核算制。会计集中核算制是将政府预算外

和制度外收支纳入预算的统一管理，是建立公共财政制度的

重要前提。北京市已开始在高校中试行这一制度。 一、会计

集中核算对高校内部审计的影响 高校作为面向社会、自主办

学的法人组织越来越多地受到了来自国家的“经济杠杆”的

管理。抓管理、讲效益，建立与完善自我约束机制已成为高

校办学的方向，高校内审作为促进高校完善经济管理的职能

部门，通过对学校经济活动的全过程、多方位的审计监督，

为学校的高效管理，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会计集中核算

调整了审计目标，转变了审计内容。过去内审工作的中心是

围绕“真实性、合法性”，实行“打假治乱”的审计战略，

将“查错纠弊”作为内审工作的重点。会计集中核算制强化

了会计监督，提高了会计信息质量，使会计资料的真实性问

题得到了根本性的好转。此时，内审工作的重点应是评价财

政资金的使用效益的绩效审计。 二、新环境下高校内部审计

工作的新思考 依现有的相关法律和政策，高等学校在国家财

政拨款体系中属于二级财政拨款单位，即国家或地方政府在

年度预算中列有“文教科卫事业费”的“类别”，其中的“

教育经费”由财政部门划拨到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使用权归

高等学校，其审计监督权由教育行政部门内审机构实施。所

以，就各高校内审而言，其“教育经费”的审计监督权应在

教育行政部门的授权下和指导下实施。但是，高校内审机构



还是有其可以积极主动开展工作的广阔空间的。 1、建立与

健全学校内审工作制度。建立财务收支定期审计制度，制定

出对学校财务收支状况一年审计一次或两年审计一次的制度

规定。在当前大多数高校内审人力不足的情况下，可以借助

社会中介力量，使这一制度得以贯彻。 建立预算和预算执行

情况审计制度。会计集中核算制，对学校的预算编制、预算

管理的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为内部监督机构，审计部

门应积极应对，制定出相应的制度，做好预算和预算执行情

况审计工作。通过对学校预算编制，大额预算追加的合法性

、合理性、科学性的审核与监督，提出建议。在预算执行情

况审计制度的安排中，应将促进学校预算管理、计划管理和

财务管理的规范化、科学化作为预算执行情况审计工作的主

要目标；把分析预算与计划的编制、执行情况，促进各二级

学院以及学校改进预算与计划的编制、执行工作作为预算执

行情况审计的工作主线；把财务收支审计与管理审计结合起

来，作为审计工作的方法。 对专项资金、专项基金等重点资

金的使用建立审计制度。高等学校的特点决定了学校以教学

活动为主，涉及经营性活动比较有限，很难评价组织的经营

绩效。因此，高校的内审一般不以绩效审计作为审计工作的

重点。近几年来，随着财政制度的改革，各高校的专项经费

等资金逐年增加。专项资金除具有国家拨款、专款专用的一

般特点外，还具有需要考察其使用效果的特性。为此，本着

围绕中心、突出重点的审计原则，对于高校的专项资金等重

点资金应建立严格的内部审计制度，对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

全面的监督和评价，特别是注重对专项资金的使用效果的绩

效审计的研究与探索，保证财政资金使用的安全性，提高资



金使用的效益性。 2、准确定位和研究工作方法。工作重心

转移。在实行会计集中核算制以后，将有以下6个方面的新动

向：（1）在实行会计集中核算制之初，存在隐瞒转移收入，

公款私存，突击发钱，或将一部分预算外收入不纳入集中核

算等问题；（2）“账外资金”将更加隐蔽和突出；（3）支

出项目改头换面，以合法的票据掩盖不合法的支出现象可能

更严重；（4）利用留存的一些二级账户，违规列收列支；

（5）利用行政职权转移支出将更多；（6）与会计集中核算

中心的人员串通作弊，共同违规。针对以上情况，审计工作

应向此方向倾斜。 准确定位。审计署刚刚颁布的内部审计工

作规定已明确指出：“内部审计是独立监督和评价本单位及

所属单位财政收支、财务收支、经济活动的真实、合法和效

益的行为，以促进加强经济管理和实现经济目标。”由此可

见，内部审计的职能已从传统的财务收支审计向管理审计转

变。 防范风险。实行会计集中核算以后，客观上给审计工作

带来一些困难，审计风险也随之加大，因此，探讨如何防范

审计风险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探索工作方法。目前，传统的

内审工作方法仍是工作的主要方法，但是随着管理审计、绩

效审计的逐渐开展，以及信息化在市场领域的运用，这些都

必然带来内审工作方法的改变。比如大量运用经济活动分析

、技术经济论证、数量分析、宏观经济效益审计等科学技术

方法实施内审工作，提高审计质量。李金华审计长多次强调

，当前审计报告的质量不高是造成审计成果利用不充分的重

要原因，是制约审计监督作用充分发挥的关键因素。从实际

工作来看，审计人员的职业特点决定了审计人员看问题的角

度往往从负面的方向入手，看问题多看发展少，看过去多看



未来少。工作中重微观，轻宏观；重处罚，轻规范；重事实

，轻分析。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两方面的

因素是产生这些现象的关键：第一，内审人员长期的审计工

作形成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的局限性。第二，内审人员常

常将内审工作范围限制在具体财政收支的狭小空间上，而没

有把内审工作的重点放在经济权利的监督与制约上，对促进

单位宏观经济管理水平的提高关注度不够。虽然，近20年的

审计发展中所积累的经验形成了内审工作应当遵循的规则，

但工作中的某种定式也禁锢了审计人员的思维，影响了内审

人员对形势发展的判断和对新事物的积极态度，妨碍了内审

事业向更高的境界发展。会计集中核算制度的建立，创建了

新的财政管理体制，作为高校内审机构不应排斥它，相反应

以此为契机重新树立内审的理念，重新认识内审目标，重新

审视和改进审计工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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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