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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年来，我们针对价格审计的特点，在合理的范围内降低物品采购价格，最大限度地节约开支，主要抓住以下几个关

键环节。

一、建立价格审计制度是价格审计的前提。价格审计是一项内容复杂、工作量大、涉及部门多、专业性较强的工作。 

价格审计制度的建立，首先有赖于各级领导的重视和支持，否则就难以真正实行。其次还应得到各部门的积极配合。此

外，还要通过制定价格审计的相关规定，明确价格审计的范围、程序、方法，审计部门的职责、权限，其他相关部门的

职责与责任等。 

二、送达《物品采购价格送审表》是价格审计的始点。主管部门提出物品采购申请，报领导批准后，编制采购计划。采

购责任人根据采购计划，通过市场调查，确定所购物品意向，填制《物品采购价格送审表》经部门领导签字后，送交审

计部门实施审计。审计部门应对采购物品的审批手续是否齐全，经费来源及落实情况采购物品的名称、规格型号、数

量、价格及选择的供货厂商是否合理等进行审计。 

三、确定审计依据是价格审计的关键。审计部门针对报审的物品通过查询、测算等方法确定合理、公允的价位和相关费

用水平作为审计的依据。 

可询价物品的特点是供货厂商较多，同性能或可替代品较多。对此，审计部门可以通过市场询价的方法了解到不同供货

厂商的报价，并通过比价后确定可以接受的价位，以此作为价格审计的依据。根据采购物品的不同情况可采用不同的询

价方法。常用的有：分别询价、交叉询价、利用因特网询价、零星物品集中询价等方法来确定审计依据。 

不可询价物品的特点是供货厂商较少，同性能或可替代品较少甚至没有，物品的加工制作需要通过特殊的工艺流程，使

用的原料有时也有特殊要求，以满足特定的用途或需要。对此，审计部门难以直接通过市场询价获取物品的价格信息，

而需要根据物品的特殊用材、特殊加工工艺和技术含量的高低来测算物品的价位，并以此作为审计的依据。常用的有：

价格测算、定额核算、元素计算、现场观察等方法。此外还可以采用专家辅助法和提供佐证法来确定审计依据。 

四、做出审计意见是价格审计的结果。审计部门将确定的审计依据与报审的物价(包括相关费用)进行比较权衡，对报价

合理、公允的，同意按报审价格及相应的物品采购。对报价不合理的，审计部门将其所掌握的相关信息和询价、测算情

况与主管部门、供货厂商三方进行协商，以确定合理的价位，并在此协定价之内进行采购。 

五、对采购合同进行审计是价格审计的重要内容。对合同采购的物品，采购责任人应向审计部门送达购销合同意向文本

(一般为供方加盖了印章，本单位尚未加盖印章的合同文本)，提交审计部门实施审计。审计部门要对合同文件内容是否

完整；语言表达是否清晰；合同条款是否合法；签订程序是否合规等相关内容进行审计，对物品质量、付款情况、结算

方式、售后服务等条款提出审计意见。不经审计不得签订正式合同，不得支付预付款。 

六、采用招标法是大宗物品价格审计的有效方法。大宗物品的特点是成交金额大，有单价大、数量少及单价小、批量多

两类物品。 

大宗物品由于成交金额大，供货厂商可减少交易费用，获取较多利润，因而能在交易中给予批量折扣。对此，不能采取

一般的询价方法来确定审计依据，而应在询价的基础上再考虑批量折扣因素，最有效的方法是招标法。 

在实施招标过程中，审计部门要对招标条件是否具备；招标文件内容是否完整，有关要求是否合规；招投标程序是否合

法合规；招投标的管理工作是否规范；投标报价是否真实、准确等情况进行审计，以保证中标价不仅是参与投标人中最

优的也是在事实上最为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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