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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审计风暴的愈演愈烈，审计的法制化进程将得到进一步推进。而《审计法》的修改无疑是其中重要的一步。

经审计署建议，国务院已将修订《审计法》列入国务院2004年度拟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法律草案计划(国办函 

[2003)53号)，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也将修订《审计法》列入立法规划。 

知情人士透露，审计署的修改稿初稿由审计署法制司下属的“审计法修订小组”提出，之后提交给了国务院法制办。今

年5月20日，审计署和国务院法制办联合下发《审计法》修订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征求相关部门意见。本

报记者近日了解到该征求意见稿的内容。 

据权威消息，在综合各方意见、建议后形成的修改稿，有望于今年10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审计法要与时俱进 

1994年8月31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九次会议通过的《审计法》；自1995年1月1日起施行近10年来，对审计工作的顺利展

开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基于“经济和社会各方面发生了很大变化，审计工作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审计

法需要与时俱进。 

知情人士透露，《审计法》的修改工作从去年下半年开始。2004年1月15日，审计署就已经开始向地方单位征求意见。 

在审计署内部以及相关单位，也展开了大讨论。中国审计学会先后多次举办研讨会和座谈会，组织学会理事和一些专家

学者对审计法制建设和《审计法》修改进行研讨，并在效益审计和经济责任审计地位的突出、审计公告制度等问题上达

成共识。中国内部审计协会准则委员会也负责组织对《审计法》修改意见的征集，根据内部审计管理方式与审计环境的

变化提出初步修改意见。 

审计署内部一位官员表示，总体来看，因为审计法的修改要在现行宪法框架下完成，在宪法相关内容没有调整的情况

下，《审计法》不会有太多根本性的变化。 

7月8日，李金华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表示，“最近审计法要修改，我们提了两条建议：其一，将来审计署要成立一个审计

报告审查委员会，要有—班专业人士来审查审报告，实行合议制，使审计报告更加客观公正；其二，将来由某个部门专

门对审计署进行审计监督，你审计别人，也要有人来审计你，才能保证审计客观公正。这两条可谓修改稿中最有特色的

方面。” 

此外，知情人士介绍，加强审计力量，提高审计水平也是本次征求意见稿的一个重要改变，其中明确了“审计机关实行

审计职业资格制度”，使审计进一步职业化、国际化。 

审计的报告体制也会有重大突破，这就是李金华强调的所谓审计“透明”。 

审计署日前公布《审计署二00三至二00七年审计工作发展规划》，将改进现行审计报告的形式和内容要求，建立适合于

对外公告的审计报告制度。今后五年将逐步规范公告的形式、内容和程序，力争做到所有审计和专项审计调查项目的结

果，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及其他不宜对外披露的内容外，全部对社会公告。 

这位人士介绍，过去，一般情况下给不同部门的报告都会有所区分，有“不同版本”，严格来说对上的报告更像一份内

部情况通报，其内容的传播范围有限，只选择一些事项向社会公告。今年4月以后，审计署为了加大透明力度，施行“直

通车制度”，包括对被审计单位的处理意见在内，报告对上对下都一致，只采用一个版本，全面反映情况，社会公布。 

知情人士介绍，以前对于被审计单位的处理，分五种情况，一般都要出一个审计意见书。如果被审计单位有违反国家规

定的财政行为，由审计机关出一个处理或处罚决定；如果涉及到行政责任，审计机关就给这个单位或其主管单位出—个



审计建议书，出示处理意见；如果审计当中发现涉嫌犯罪的情况，审计机关可以将案件移送给司法机关；最后，对于重

大的问题，审计机关给国务院专门报告。 

审计职责四大变化 

在审计职责方面，征求意见稿进一步明确了扩大审计范围、效益审计、经济审计和内部审计等四个方面。 

有关审计范围，审计署的审计监督范围将由中央预算执行情况扩大到“其他财政收支情况”，而对国家建设项目预算的

执行情况和决算的审计监督，也增加了“对以国有资产投资或者融资为主的建设进行审计监督，并对项目的建设、设

计、施工、勘察、监理、采购等单位与上述国家建设项目直接相关的财务收支进行审计监督”。 

与经济体制改革同步，审计监督对象也有所扩大，比如除了对央行的监督，还增加了“中央金融监督管理机构”；对金

融机构的监督，增加了“国有资产占控股地位或主导地位的金融机构”；对国有企业的监督，增加了“国有资产占控股

地位或主导地位的企业”。 

“财政收支的真实合法与效益审计并重”是审计署2003-2007年五年规划”的一个重点，效益审计作为一个新的概念在征

求意见稿中被提到了相当重要的位置：总则第一条特别增加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的字眼。 

经济责任审计的明确通过新增加的第二十七条得以体现，其中规定，审计机关对行政机关、国家的事业单位、国有及国

有资产占控股地位或主导地位的企业和金融机构主要负责人，以及使用财政资金的其他机关和社会团体主要负责人履行

经济责任审计监理。 

在内部审计方面，主要有两个变化： 

其一是阐述现代内部审计的职能，明确内部审计是监督和评价本单位及其所属单位财政、财务收支、内部控制、经济活

动的真实、合法、效益的行为，目的是促进加强经济管理、防范经营风险和提高经济效益。内部审计实行行业自律管

理，并接受各级审计机关的监督和业务指导。 

其二，明确了国务院各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各部门、国有的金融机构和企事业组织，应当建立健全内部审计制度，内部

审计工作(由内部审计协会)实行行业管理，并接受各级审计机关的业务指导和监督。 

审计机关独立性加强 

李金华曾经公开表示，“不断后路当不了审计长”。这一方面表明了“铁腕审计”的决心，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审计

工作的特殊性和保持审计独立性的艰难。征求意见稿对此有特别的关注。 

意见稿的第十三条规定，地方各级审计机关正职、副职负责人的任命或者免职，在提请决定前，必须经上一级审计机关

同意。这—条的修改说明令人心惊，“由于审计工作的特殊性，审计机关负责人容易受到打击报复，这种现象在基层比

较突出。” 

李金华曾对媒体直言，中央对审计工作“最大的支持就是不干预”。我国审计体制有中国特色审计机关是政府的一个组

成部分，审计监督有很多手段，一是和司法联合，二是和行政监察联合，三是审计机关本身有处罚权，四是跟舆论监督

配合。西方的审计机关对议会负责，独立于政府。审计完报告议会，议会再根据审计情况对政府部门进行质询。走完这

套程序费时很长，审计主要是靠舆论监督，本身没有行政处罚权。 

但我国的体制也有其弱点，李金华认为主要就是，“有时缺乏一些独立性，特别在地方，—个问题涉及到政府或是市

长、县长，弄不好就不了了之了。” 

征求意见稿第三条增加了“审计机关适用法律、法规和国家其他有关财政收支、财务收支的规定，进行审计评价和处

理、处罚。”这就明确了审计机关的执法主体资格。这种主体资格也从第四条得到印证：“国务院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应当授权审计机关每年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审计机关对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



告”，增加“应当授权”几个字意味深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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