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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财政审计对促进财政体制改革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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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审计是以国家法律法规为依据，对政府财政及其他预算执行部门分配、管理和使用公共资源，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等履行公共经

济责任的行为，进行监督、评价和报告的独立控制活动，是与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财政相联系的一种审计形式。我国宪法规定：中央和地方各

级审计机关负责对中央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财政收支的预算和执行情况，进行审计监督，向国务院和本级人民政府提交审计结果报告，并代表

政府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报告审计工作。因此，财政审计是宪法和法律赋予国家审计的基本职责，也是国家审计的永恒主题

和首要任务，其监督过程及监督结果对财政工作的影响非常明显。 

   

  一、我国财政审计工作开展的现状 

   

  我国财政审计按照“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全面审计，突出重点”的工作方针和“揭露问题，规范管理，促进改革，提高绩效，维护安

全”的审计思路，以全面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审计署2008至2012年审计工作发展规划》为目标，充分发挥审计保障国家经

济社会运行的“免疫系统”功能，构建财政审计大格局体系，推进绩效审计，在促进深化财政体制改革、规范国家财政管理、健全财政制度法

规、提高财政绩效水平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扩大了财政收支审计的领域，增强了审计力度。自1995年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以来，我国财政审计从开始实行“同

级审”与“上审下”相结合的审计监督制度，发展到目前构建财政审计大格局体系，扩大了财政收支的审计领域。财政审计的目标也随之更加

体现符合科学发展观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要求，主要围绕着维护财政安全、防范财政风险、规范财政管理入手，分别从中央财政管理及部门

预算执行、中央转移支付资金使用与管理、税收征管、企业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地方财政收支、农业资金、社会保障资金、专项资金、特

大、突发性自然灾害的灾后恢复重建资金以及固定资产投资等方面，开展财政收支审计，履行了政府监督职能，揭示存在的突出问题，并从体

制、机制、制度层面提出改进财政预算管理的建议，确保国家宏观调控措施得到落实。坚决执行了温家宝总理提出的“财政资金运用到哪里，

审计就跟进到那里”的审计要求，增强了审计监督的力度。 

   

  （二）明确了财政审计关注重点，增强了审计目的性。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变化以及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特别是金融危机发生后，财政审计紧扣国务院提出的“扩内需、保增长、调结

构、惠民生”的政策主线，合理调整审计关注重点，重点关注国家财政收入安全、民生领域投资、重大资产投资等方面的资金安全与效益，具

体体现在：一是中央财政预决算执行情况；二是中央财政资金的转移支付情况；三是中央财政收入情况；四是突发性、特大型公共事件的跟踪

审计情况；五是中央投入到民生领域的资金使用情况；六是重大资产投资的管理情况。 

   

  （三）构建财政审计大格局体系，促进效益审计的开展。着力构建国家财政审计大格局，探索建立以中央财政管理审计为核心，以中央部

门预算执行审计、财政转移支付审计、财政专项资金审计、财政收入征管情况审计为基础的中央预算执行审计工作体系，把财政审计的重点放

在推动建立健全更加统一完整的政府财政和中央预算管理制度、促进健全完善社会主义公共财政体系、促进建立事权和财力相匹配的财政管理

体制、促进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一致、促进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促进提高财政财务管理的规范性上。同时，地方各级审计机关也在

进一步提高财政审计的层次和水平，全面把握财政资金分配、管理和使用的总体情况，科学评价财政资金的使用绩效，促进地方政府深化财政

改革、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四）研究探索审计工作新方法。通过财政审计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摸索出一系列审计工作方法，如对财政部门具体组织预算执行审计

与政府其他部门预算执行审计相结合，部门预算审计与专项资金审计相结合，充分揭露深层次问题，发挥预算执行审计的作用；国库审计与部

门预算执行审计和税收审计相结合，形成整体合力；改进税收审计模式，揭露国税和海关在征管中存在的问题，解决税收流失和执法腐败的问

题；审计与审计调查相结合，部门预算执行审计与决算审签相结合，财政财务收支审计与效益审计相结合，揭露和反映财政管理工作中存在的

普遍性和倾向性问题，提出改进财政管理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的意见与建议。 

   

  二、财政审计在促进财政体制改革方面的作用 

   

  财政审计开展之初，基本上是围绕国家经济工作重点和财政改革的进程而展开的，事后监督和为财政改革保驾护航是其主要特点。随着审

计事业的发展和深化，财政审计的作用不仅体现在整肃经济秩序、严格财经纪律等方面，更重要的是对加强预算管理、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完

善中央财政制度等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一）促进经济健康发展，维护财政安全。通过调查了解中央制定的一系列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各项措施的贯彻落实情况以及实施中存

在的问题，深层次的体制、机制上进行评价和分析，并相应的提出改进和完善各项措施的意见和建议，确保国家积极财政政策等各项措施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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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位，促进社会经济健康发展。同时通过审计关注财政风险，维护财政安全。 

   

  （二）促进建立统一、完整的政府财政预决算管理制度。通过对预算编报、预算执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等情况的审计调查，重点反

映预算不完整、项目不细化、执行不严格，向人大报告预算执行情况不全面等影响公共财政体系建设的体制性、机制性问题，揭示预算执行结

果与人大批准的预算在规模及结构上存在的偏差，推动政府预算的公开透明，进一步提高预决算管理的规范性和完整性，促进规范政府预算会

计制度和向人大报告制度提高公共财政管理水平。 

   

  （三）促进建立科学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审计管理使用情况，审计通过涉及执行国家宏观政策的转移支付资金的分配、管理和使用

等情况，揭露转移支付结构不合理、项目设置过多过散、资金多头管理交叉重复、专项转移支付资金设置不科学等问题，研究事权划分及其与

财力相匹配问题，促进建立规范化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完善公共财政体制，使转移支付制度在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构建和谐社会方面发挥

好应有的作用。 

   

  （四）促进规范和完善非税收入管理制度。通过对非税收入的征管情况的审计，揭示了非税收入管理中存在未纳入预算管理、违规减免、

截留挪用等，造成政府财政收入不完整，脱离财政预算和人大监督的问题，并研究查找问题根源，进一步明确非税收入种类的范围，以及预算

管理的要求，提出完善征管的审计建议，促进非税收入管理制度的建立。 

   

  （五）促进地方加强债务管理，防范财政风险。审计通过揭示地方政府性债务监督管理制度不健全或贯彻落实不到位，缺乏债务风险的监

控和防范机制，政府投融资机构多而乱，部门或单位自行举债，缺乏统一的债务规划和预算，更缺乏人大监督，部分债务资金违规使用，效益

不高等问题，促进地方政府关注债务风险，规范债务管理，建立政府债务预算、风险预警机制和债务风险责任制度，合理确定举债规模，减少

地方财政风险。 

   

  （六）促进部门预算制度的有效运行。通过对部门预算执行情况的审计，揭示行政事业单位在部门预算执行中存在的问题，遏制公务支出

中的公款消费和浪费现象，规范财政财务管理，从制度层面研究提出带有根本性和长远性的解决办法，规范支出行为，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

政效能，促进部门预算制度的健康有效运行。 

   

  （七）促进落实惠民政策的长效机制。通过对社保资金、公积金、廉租住房建设等民生资金和民生工程的审计，反映社会关注的民生问题

的资金使用管理情况，揭露落实国家有关政策不到位，以及严重影响和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提出了完善政策、健全制度的建议，促进支

农惠农政策的落实，促进贯彻落实节约资源和环境保护的基本国策，促进提高基层公共服务能力。 

   

  三、财政审计进一步促进财政体制改革的方向 

   

  目前，由于体制、机制和制度的原因，在我国财政体制中仍然存在需要进一步改进的地方，如财政预算编报不完整、省以下财政体制不规

范、各级政府事权与财权不匹配的等问题。在构建财政审计大格局的情况下，财政审计应从以下方面进一步促进财政体制改革。 

   

  （一）进一步深化预算执行审计，关注国家预算的统一性、完整性，推动建立健全统一完整的政府财政和预算管理制度。 

   

  （二）进一步加快审计转型，从财政收支真实合法性审计向绩效审计转变。在财政收支真实合法性审计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财政绩效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