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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87/2021_2022__E3_80_8A_E

5_AE_A1_E8_AE_A1_E6_c53_87178.htm 修订后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审计法》(以下简称新《审计法》)于2006年2月28日经

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自2006年6月1日起施行。现就新《审计法》中值得关注的

几组“关键词”谈点粗浅见解。 一、“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与“审计工作效率” 1. 新《审计法》的第一条增加了“提高

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的内容。这意味着，效益审计作为一个

概念被放到了相当重要的位置，也体现了新《审计法》在定

位上具有“更高层次的审计立法目标”，也体现了审计职责

的变化所在不仅与当前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密切相关，也符合

国际“效益审计”的潮流。对于地方审计机关来说，审计工

作的目标和方向更加明确，审计工作服务大局的作用通过“

效益审计”也将更加彰显。来源：www.examda.com 2. 新《审

计法》的第三十八条增加了第三款：“审计机关应当提高审

计工作效率。”这是法律首次对审计工作效率作出明确规定

。这对审计机关认真履行审计职责，不断规范审计行为，强

化审计质量控制，提高审计工作质量和水平提出了全新的要

求和更高的目标。审计机关必须处理好审计工作质量和审计

工作效率的关系。 目前，在部分审计机关，确实存在审计工

作效率不高的问题。如依法需要审计大的工程项目很多，大

都在项目竣工以后才开始审计，审计机关需要大量的时间和

人力。因此，怎样提高审计机关对大的经济活动和工程项目

的审计工作效率，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另外，审计机



关进行审计的时候，依法封存企业会计账簿资料、申请冻结

账户的情况是存在的，客观上对企业的生产和经营会产生一

定的影响。以上情形都要求审计机关和审计人员在审计工作

中提高工作效率。所以新《审计法》提出审计工作效率要求

是非常必要的和及时的。 二、“负责”与“应负经济责任”

1.为防止被审计单位提供虚假或者不完整的会计资料，减少

“假账真审 ”问题的发生，分清审计责任和会计责任，新《

审计法》第三十一条增加一款：“被审计单位负责人对本单

位提供的财务会计资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负责。”并在第四

十三条增加规定了被审计单位“提供的资料不真实、不完整

”的法律责任。 审计责任和会计责任是两类不同的责任，审

计机关承担审计责任，被审计单位承担会计责任，这是最基

本的职责划分。但常被混淆，误将被审计单位的会计责任视

作审计责任。新《审计法》对此所作的明确阐述，有效地区

分了审计机关与被审计单位之间的会计责任和审计责任。即

加强管理、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确保财务会计资料的真

实性和完整性是被审计单位的责任；审计机关的责任是对财

务会计资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和经济责任的履行情况发表审

计评价意见。审计责任和会计责任的进一步明确不仅可提高

审计工作效率，也可使审计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2.为进一

步明确审计机关进行任期经济责任审计的法律地位，加强对

领导干部的监督，促进领导干部认真履行职责，新《审计法

》增加了第二十五条的内容：“审计机关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对国家机关和依法属于审计机关审计监督对象的其他单位

的主要负责人，在任职期间对本地区、本部门或者本单位的

财政收支、财务收支以及有关经济活动应负经济责任的履行



情况，进行审计监督。” 新《审计法》关于经济责任审计的

规定，不仅拓宽了国家审计的监督空间，也使国家审计进一

步成为对领导干部权力和受托责任进行制约和监督的重要环

节和机制。同时，也应看到，新《审计法》关于经济责任审

计的规定，使得审计机关的责任也愈来愈大，审计的难度也

愈来愈高。这是因为：首先，判断国家机关、单位主要负责

人任期经济责任的标准或依据常常不够规范清晰；其次，审

计取证范围愈来愈广，证据形式愈来愈复杂，审计报告总括

性定性结论需要的证据支持愈来愈难；再者，对审计人员的

素质要求愈来愈高。经济责任审计的重要性和高难度，要求

审计机关必须对经济责任审计的相关理论和实务问题进行更

深入的研究，以期法律法规在执行过程中不断得以完善。 三

、“检查”、“查询”、“封存”、“申请冻结”、“提请

协助”、“通报扣缴”与“直接实施审计” 原《审计法》中

，审计监督的职责与权限不相匹配，实际工作中审计执法手

段缺乏，审计力度不足使审计监督作用受到很大制约，审计

执法难的问题非常突出。新《审计法》中，修改、完善并增

加了相关法律规定，赋予审计机关更多和更具可操作性的审

计执法手段。 1.电子数据检查。为扩大被审计单位提供资料

和接受检查的范围，新《审计法》在第三十一条原规定的审

计机关要求被审计单位提供的资料中，增加“运用电子计算

机储存、处理的财政收支、财务收支电子数据和必要的电子

计算机技术文档，在金融机构开立账户的情况”；在第三十

二条原规定的审计机关的检查范围中，增加“财务会计报告

和运用电子计算机管理财政收支、财务收支电子数据的系统

”的内容。从而为审计机关在信息化背景下实施相关审计技



术手段获取审计证据从法律上铺平了道路。 2.账户及存款查

询。在审计工作发现的违法、贪污、私分国有资产等违法行

为，几乎都与转移资金路径密切相关。审计机关还经常发现

被审计单位将公款以个人名义存于银行，但由于权力有限，

审计机关对此类行为一般较难调查取证。新《审计法》第三

十三条增加了两款规定，以直接赋予审计机关查询被审计单

位在金融机构的账户和以个人名义在金融机构存款的法定权

力。从而为审计机关通过审计调查手段获取审计证据从法律

上扫清了障碍。 3.资料资产封存与存款申请冻结。对于被审

计单位转移、隐匿、篡改、毁弃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

会计报告以及其他与财政收支或者财务收支有关的资料，或

者转移、隐匿所持有的违反国家规定取得资产的，新《审计

法》第三十四条增加规定作为第二款：“必要时，经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审计机关负责人批准，有权封存有关资料和违反

国家规定取得的资产；对其中在金融机构的有关存款需要予

以冻结的，应当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这是取消原《审计

法》第四十三条“申请法院采取保全措施”的规定后相关法

律程序的进一步细化，审计机关既可根据具体情况直接采取

强制措施，又可申请法院来执行，更具灵活性和可操作性。

4.提请执法协助。新《审计法》还规定审计机关可以提请有

关部门协助其工作。增加一条作为第三十七条：“审计机关

履行审计监督职责，可以提请公安、监察、财政、税务、海

关、价格、工商行政管理等机关予以协助。”这条规定明确

了国家相关执法机关协助审计机关开展工作的原则和程序，

从而为审计机关在查处疑难复杂的大案要案时需要借助多种

手段获取审计证据从法律上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5.通报有关



部门扣缴及处理结果反馈。为加大审计决定的执行力度，将

审计机关依法作出的审计决定落到实处，避免出现审计决定

“不了了之”等不正常现象，新《审计法》在第四十四条、

第四十七条和第四十九条中，均提及被审计单位或者其主管

部门、监察机关“将结果书面通知审计机关”处理反馈的规

定。新《审计法》增加了第四十七条的规定：“审计机关在

法定职权范围内作出的审计决定，被审计单位应当执行。审

计机关依法责令被审计单位上缴应当上缴的款项，被审计单

位拒不执行的，审计机关应当通报有关部门，有关部门应当

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予以扣缴或者采取其他处理

措施，并将结果书面通知审计机关。”从而为审计机关采取

通报扣缴等手段落实审计决定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 6.即

时直接实施审计。为保证各级党委、政府领导交办的紧急审

计事项的顺利完成，并避免专案审计中提前通知被审计单位

可能带来的销毁证据、串供、伪造账目、转移资产等风险。

新《审计法》第三十八条在原规定第一款后增加：“遇有特

殊情况，经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审计机关可以直接持审计通

知书实施审计。”从而为审计机关在特殊情况下的“突击审

计”提供了法律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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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