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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AE_A1_E4_BF_A1_E6_c53_87100.htm 提高审计成果质量水

平，是当前审计工作的重要任务。审计成果质量、水平一般

体现在审计查证、定性、处理是否准确、适当，能否得到有

效落实，审计报告、审计信息综合分析、建议水平能否为领

导决策提供有用信息。因此，做好审计信息工作，提高质量

层次，十分重要。 近年来，审计机关信息工作取得了显著的

成效，这一点不可抹杀。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概括起来讲，

一是视审计信息为副产品，领导重视不够，没有和审计工作

一起研究、一起布置、一起检查；二是审计人员宏观意识欠

缺，审计查证工作或者局限于就账论账、或者查证不深不透

，使审计信息缺少宏观背景、关键细节不透，影响了信息质

量；三是审计人员普遍乐于审计、疏于撰写信息，不愿写的

思想还比较严重；四是审计人员在撰写信息素质方面还存在

一些不足，写不了、写不好的问题比较普遍；五是处室和信

息职能部门工作抓得还不得力，信息采用渠道过窄、不够畅

通，还存在用不上的情况。六是简报信息职能部门力量偏少

，人员素质、编辑整合能力及服务亟待改进提高。 对此，我

们要认真分析，采取有力措施，认真加以改进。来源

：www.examda.com 第一，要转变观念，着力提高审计成果意

识。审计信息质量不高，表面上看是拟稿人个人素质的事，

其实质是审计工作因循原来片面追求查错纠弊、"盲人摸象"

的审计模式，不能适应当前审计工作已进入提高审计成果质

量和水平新阶段的要求。突出表现为审计成果意识不强，认



识迟缓、行动滞后、节奏拖拉。因此，首先要转变观念，破

除 "就会计论审计"、"就账论账"的"老套路"，破除"审计简报是

副产品"的"旧观念"，在认真贯彻"全面审计、突出重点"指导

方针的基础上，增强宏观意识和理性思维，牢固树立"没有高

质量成果的审计是无效劳动"、"审计成果质量至上"观念。领

导要首先带头转变观念，提高认识，以此带动全体审计人员

努力提高审计成果意识，使每项审计都力求多出成果、出大

成果。 第二，要加强学习研究，增强全局观念，提高宏观意

识。当前，审计信息质量不高，突出表现在：片面揭露问题

的多，孤立就事论事的多，拘泥于数据罗列的多，局部、枝

节上的事多，从机制、体制上查找根源、建言献策的少，居

于全局高度、深入综合分析的少，解剖麻雀、典型分析力度

好的少，抛开单纯业务观点、着力为领导宏观决策提供有价

值信息的少。究其原因，一是学习研究不刻苦，对国家宏观

政策及其走向了解、掌握程度不够；二是过于因循原有审计

观念，"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观念不强；三是工作深度、力

度不够，审计查证、分析等功夫不到家。为此，要在审计机

关形成注重学习研究的浓厚气氛。领导首先要带头加强学习

，自觉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自己，运用科学的、全面

的、辩证的、发展的、系统的、历史的、实践的理论指导审

计实践。其次，要有效组织全体审计人员，围绕改革、发展

、稳定的重大问题，通过审计查证和调查研究的办法，提出

问题，确立目标，抓住主要矛盾，深剖细析， 既要了解大局

中总体的、全面的、真实的情况，又要掌握其中的重点、难

点、焦点、热点、亮点、盲点；既着眼于发现问题、查深查

透事实，又着眼于解决问题、提出有效的改进措施，从而提



高审计工作的目的性、针对性、主动性、实效性。 第三，要

调整工作布局，做到超前安排。审计信息要从审计机关审前

调查、审前培训、制定审计实施方案开始，就围绕审计目标

、审计重点，制定审计信息目标、选定审计信息题目，开展

有针对的培训，做到统一谋划在前，安排布置在前。审计全

过程都要围绕重点选题，真下功夫，下真功夫，既全面掌握

基本数据、背景情况，又突出重点、深入剖析、突出典型事

例，还要养成及时采写、上报审计信息的好习惯，努力提高

审计简报的时效性。特别是审计实施后期，要善于利用掌握

情况全面、占用资料充分的优势，统一协调整合审计机关的

有效信息资源，集中集体智慧，加强综合分析提炼；要善于

剖开现象看本质，通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由

里及表"的分析提炼，提高审计信息质量， 为提交高质量的审

计报告奠定基础。领导应超前谋划、统筹安排、科学分工、

精心实施、严格把关，要把审计的全过程变成撰写审计信息

、提升审计成果质量的过程。同时，要做好上下联系沟通，

扩大审计信息的采用渠道。全体审计人员必须清楚地看到，

审计查证水平提高，工作高度、深度、力度到位，是提升审

计信息质量的基础。审计不能查深查透、定性事是而非、分

析就事论事，审计信息质量必然不高。而站位高、选位好、

切入准、分析透、建议实、能为领导宏观决策提供有价值的

审计信息，是审计质量高、审计效能发挥好的重要表现。因

此，从工作布局上，既要抓好审计查证工作，又要抓好综合

分析及信息撰写工作，二者是"水"与"船"的关系，不可偏废。 

第四，强化责任意识，提高审计简报采编全过程的质量。审

计人员撰写审计简报要围绕审计目标，就一个主题，深入综



合分析，加强归纳提炼，做到突出重点，把握"五度"，即高

度、角度、深度、力度、精度，做到站位要高，选题要好，

立意要新，事实要信，内容要精，定性要准，分析要透，建

议要实，文理要明，表述要当，撰写要快。业务处长要认真

负责，严格把关，严把"十个要素"。即事实的表述上要检查"

时间（时段）、地点（空间、区域）、人物（责任主体）、

起因（背景）、经过（全过程客观描述）、结果（主客观多

重结果、后果、影响、危害、社会反映）"六个要素；问题定

性处理要对"是什么（性质）、怎么样（情节）、为什么（原

因）、怎么办（建议）"四个要素进行定性定量分析。同时，

要注意整合处内资源，避免重复编报审计信息。信息职能部

门要在严格审核、提高效率的同时，加大编辑力度，重点把

好"表述关"，做到"坚决不使一份高质量的审计简报在自己手

里夭折，也坚决不放过一份无价值的审计简报"。对于审计人

员提交的要素严重不全、没有修改价值的审计信息，要予以

退稿并定期通报。 第五，要改进服务，提高服务水平。信息

部门要做好服务，为信息工作创造良好的环境。当前，重点

要做好六项工作：一要规范审核程序，提高审核效率。二要

加强学习研究，及时编发审计信息编写指南。三要深入一线

，主动参与审计信息前期采写。四要利用一切机会，积极开

展审计信息专题培训，培养审计信息骨干队伍。五要加强对

外联系，及时了解上级关于信息编写要求、重点、方向，争

取指导，帮助解决本单位信息突出问题，及时反馈审计信息

采用情况，及时通报，推动信息工作。六要积极争取单位领

导支持，经常性地研究总结审计信息质量工作，并及时提出

改进措施。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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