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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一种审计，它是以审计的方式和手段，对领导干部进行的一种监督和检查。但它又不仅仅是审计，因为它的意

义以及它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已经远远超过了审计本身。它是一种制度，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对领导干部进行管理和

监督的制度和办法。如今它正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在国家经济管理和干部监督以及促进提高领导干部执政能力等方面发

挥着重要的作用，它正以自己独特的魅力，在影响和改变着相关的一切。我们不能不为这个制度及它所产生的作用和影

响而欢欣。这个制度就是已经和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们认识和接受的对领导干部的——经济责任审计。 

众里寻它 

  １９９７年９月，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刊发了一篇题为《菏泽三年中１３５名“一把手”未过“离任审计

关”》的文章。文中写道：“山东省菏泽地区自１９９５年推行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一把手’离任审计制度以来，

已有１３５名‘一把手’未过审计关，８２人因虚报成绩被取消受奖资格或荣誉称号，５３人因工作平庸、虚报浮夸、

吃喝浪费甚至贪污腐化、造成重大经济损失而受到诫勉、降职、免职处分或被移交纪检、司法部门处理。” 

  谁也没有想到，正是这样一条信息，引起了中央高层领导对审计制度在加强领导干部监督中作用的高度关注。时任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的胡锦涛敏锐地意识到：“此事对加强监督，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很有好处。”他当即

批示有关部门：“需研究有关范围及办法，先试行起来，然后总结、推广。” 

  或许这批示中的一个“试”字，已经包含了太多的含义。 

  如何加强对干部的教育、管理和监督，特别是如何通过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自身素质和管理水平来不断提高执政党

管理国家的能力和水平，如何通过对干部的教育和监督来有效地增强其自身防止腐败的能力，可以说，这是中国共产党

执政５０多年来，一直十分关注并不断在致力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对于它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一代伟人毛泽东早在全

国胜利前夕就告诫全党：“中国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

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半个多世纪过去，不能不说这告诫仍然意味深

长。 

  对于如何做好经常性监督工作，早在上世纪６０年代初期，邓小平同志就提出：一定“要把管理和监督干部的经常

工作好好地建立起来，把监察工作好好地加强起来，把干部的鉴定制度恢复起来，这样做极有好处。对干部中存在的问

题，经常抓就容易解决”。直到今天，不能不说这仍然有着极其现实而又深远的指导意义。 

  “从严治党”，这是江泽民同志在新的历史时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贯强调的重要思想。他再三强调：对领导干部

一定要严格要求，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监督。他要求：“要加强主动监督，把监督关口前移，加强事前防范。” 

  所有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作为执政党和国家政权的最高领导者，他们始终是把对干部的管理和监督作为执政党执政

能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巩固和发展执政党的领导地位来加以高度重视的。多年的实践证明，党对领导干部的管

理监督是卓有成效的。但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对每一个执政党的党员，尤其是对

掌握着一定权力的领导干部而言，实在是面临着太多的诱惑、挑战和考验。面对党的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中不断出现的

新情况和新问题，一个个严峻而又十分现实的问题不能不令人深思：为什么有些干部会倒下去？为什么有那么多干部倒

下去？为什么在同一个位置上前后几任都倒下去？为什么有些问题屡查屡犯，屡禁不止？一个深刻的课题摆在面前：作

为执政党，在加强思想教育和常规管理的同时，如何通过建立起一套更加直接、更加有效的监督防范机制，形成一种行

之有效的制度办法和体系，来实现对领导干部或者说是对权力者的有效管理和监督？如何在严厉惩处的同时，更加有效

地防范？说到底，就是如何通过制度和管理机制的保障，来实现对权力的有效监督和制约，从而防止权力的腐败或被错

用以至滥用。 



  或许正是从这样的一些思考和探索出发，高层领导把目光投向了在这方面有着一定作用和功能的审计监督。“先试

起来”，这是对审计制度及其方式，在领导干部监督中作用的一种肯定，同时也说明，在寻求有效地促进党风廉政建设

和干部队伍建设过程中，一项制度，一种办法，只要它有利有效，就被积极采纳认真试行，从某种意义上讲，在党的建

设和国家管理逐步向法制化、制度化、规范化进程迈进中，作为执政党的高层领导，同时表明的更是一种决心、一种态

度、一种意志和一种信心。 

  领导同志的批示很快就成为中央有关部门的行动。 

  １９９８年２月，中纪委、中组部、监察部、人事部、审计署联合发出了《关于印发〈关于菏泽地区实行领导干部

离任审计制度的调查报告〉的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认真学习、借鉴菏泽地区经验，结合实际，积极、稳

妥、有步骤地推行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工作”。 

  １９９９年５月，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出了《关于印发〈县级以下党政

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暂行规定〉和〈国有企业及国有控股企业领导人员任期经济责任审计暂行规定〉的通知》。

两个暂行规定作为经济责任审计的行政法规，为在全国全面开展县级以下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提供了有力的依据和保

障。 

  同年１０月，作为领导机构的中央五部委经济责任审计工作联席会议以及作为日常办事机构的联席会议办公室正式

成立，并召开了第一次联席会议。会议要求：“各相关部门要切实加大对该项工作的指导力度，以推动这项工作的开

展。各省区市要尽快建立联席会议制度，落实相关部门的职责，加强对工作的领导。”就是在这个联席会议正式成立的

第一次会议上，时任中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的何勇，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以及中组部、人事部有关领导一致表示，

五部委一定要同心协力贯彻好两个暂行规定，全力推进经济责任审计制度。 

  ２０００年１０月，中央五部委在北京联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经济责任审计工作会议。会议总结交流了经济责任审

计工作的基本经验，统一认识统一思想，对切实贯彻落实两个暂行规定，进一步做好经济责任审计工作提出了指导意

见。此前，中办和国办转发了中纪委等五部委《关于认真贯彻落实中办发１９９９２０号文件切实做好经济责任审
计工作的意见》，为这项工作的开展提供了依据，也对各地规范经济责任审计工作，完善制度，建立机构，保证审计经
费落实等，给予了有力的支持和保障。 

  ２００１年１月，五部委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关于进一步做好经济责任审计工作的意见》，要求全面

推行党政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制度，深入开展国有企业及国有控股企业领导人员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工作。同时提出，

“要逐步开展县以上党政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  

  ６年过去了，经济责任审计在试行中得到快速推进。如果说，在此之前，这项审计还仅仅是审计部门的“单独行

为”，那么，从１９９８年开始，从中央到地方，这项工作就已经成为了几个部门的联合行动。从审计计划的提出，到

具体审计的实施，到审计结果的利用，到依据审计结果对领导干部进行任免或者奖惩以及教育等等，经济责任审计所体

现的是一种国家层面对干部的监督和管理，它是作为整个监督体系中的一种制度、一种机制、一种方式在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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