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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经济责任审计风险的特殊性 

  （一）经济责任审计风险成因具有独特性 

  经济责任审计风险是指由于审计人员本身的失误或其他客观原因，导致经济责任审计结论不实，对被审责任人任期

内的经济责任做出不恰当评价的风险。经济责任审计风险，除具有一般审计风险外 ，还具有审计风险成因的独特性。

这是由审计对象的复杂性决定的。首先，经济责任审计“审事议人” ，既要审查被审计单位财政财务收支的真实、合

法和效益性 ，又要评价责任人的经济责任 ，把对“人”的监督与对“事”的监督有机结合起来 ，审计的内容更

多，范围更广 ，难度更大，从而加大了审计风险；其次，经济责任审计对象层次高，责任人一般为掌握一定权力的领

导者，审计对象与审计内容的复杂化，需要大量采用专业判断和分析性技术，如果审计人员的素质 ，特别是知识面与

审计技能不适应上述要求，就会从审计过程的各个环节产生风险；第三，经济责任审计覆盖期较长，审计的时间跨度

大，一般一个任期以上，审计评价的事项多，审计的依据尚处于不断的变化与完善之中，因此，有可能因依据的有关法

律、法规不当而产生审计风险；第四，经济责任审计涉及面广，不仅要审计本级会计单位，还需延伸其下属单位及重要

关联单位，所有这些都有可能产生审计风险。 

  （二）经济责任审计风险控制的艰巨性 

  任期经济责任审计的对象均为组织人事部门决定，审计机关只有得到授权委托方可实施审计。经济责任审计项目受

托性决定了经济责任审计是一种“被动”而非“主动”的审计行为，所以增加了不可控风险产生的可能性。经济责任审

计风险控制的艰巨性，主要体现在二个方面 ：一是风险成因的独特性，使得风险控制的不确定性因素大大增加，特别

是审计对象一般都是领导者，且拥有较大的政治或经济权力，其违规行为具有复杂性和隐蔽性的特点。二是委托授权审

计事项常使得审计机关面临被动的局面，而人事变动一般具有批量性，比如任期、换届等，在短期内很容易形成审计力

量相对不足的矛盾，由于时间紧，任务重，审计人员对风险——成本——效率的关系很难处理，这陡增了整个项目的审

计风险，从而增加了风险控制的不确定性。 

  二、降低经济责任审计风险的对策 

  （一）注重内部控制制度的评审。 

  内部控制制度的评审是现代审计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防范任期经济责任审计风险的关键点之一。在实际工作

中 ,要把内部控制不存在、不健全或执行乏力的审计对象作为重点或实施详细审计。同时考虑把风险基础审计模式引入

任期经济责任审计 ,与账目基础审计方式、制度基础审计模式有机结合起来 ,从而达到提高审计效率与降低审计风险

的双重目的。 

  （二）科学运用审计方法 

  经济责任审计要以财务收支为审计基础，但必须跳出财务收支审计的圈子，在审计方法上不但要使用传统的审计方

法，还要使用一些先进的辅助方法，坚持账面审计和外围调查相结合，注意对非会计资料的审计。采取多种形式，广开

视听门路，听取各层次干部群众意见，从各个渠道广泛收集领导干部主要业绩和问题的资料，充分利用信息网络技术，

开展审计工作。在对会计资料进行实质性测试之前，根据符合性测试结果，来确定实质性测试的重点及工作量，对内控

制度薄弱环节，多进行实质性测试，以避免审计资源不足情况下所产生的审计风险。 

  （三）合理确定审计重点 



  任期经济责任审计的内容要以责任人是否充分履行其受托经济责任为中心围绕其应该承担的财务责任、经营责任、

管理责任这三个方面进行，同时 ,要根据被审计单位的行业和管理特点有所侧重。 

  （四）改进审计手段方法。 

  任期经济责任审计事项的时间长、内容多、工作量大，组织人事部门对审计结果的要求急。解决这一矛盾的有效途

径，就是改进审计手段，采用科学有效的审计方法。一是拓展审计线索来源。领导干部是否廉洁，本单位的群众最有发

言权，因此，审计人员应坚持走群众路线，采取设立举报信箱、公开举报电话、公开接待来访时间和地点、个别走访和

座谈等多种形式，确定审计重点、内容与方法，减少审计风险；二是充分利用常规审计的成果。责任人的廉洁与否，通

常都能从财政财务收支上反映出来。调阅以前年度审计档案，了解以前年度存在问题，分析发现新问题存在的可能性，

对准审计的切入点和着力点，对降低审计风险具有重要的意义。三是做好几个结合。要针对不廉洁行为隐蔽性强，特别

是个别责任人利用职权，搞转移支付或回扣的特点，坚持查一级会计单位与查二级、三级会计单位相结合，查本级会计

单位与查关联会计单位相结合，查账与查实结合，内查与外调结合，重点与一般结合。 

  （五）恰当作出经济责任审计评价 

  评价要遵循客观公正原则。要逐步完善评价的标准和指标体系，评价要有根有据。对问题要结合客观条件进行分

析，要善于透过现象抓住本质。决不能单从表象论功过、断是非，要注意有无潜亏和短期行为。审计报告不用感情色彩

浓的词语，要实事求是。评价要注意谨慎性原则。审什么就评什么，要有针对性。审计证据不足或不太清楚的事项不做

评价，超出审计范围的事项不予评价。评价的措辞要恰当，有分寸。评价要注意责权分清原则。对所发现的问题，要分

析问题产生的主、客观原因，明确责任。对被审责任人应负的责任，还要分清直接责任和间接责任，主观责任和客观责

任，故意责任和过失责任，集体责任和个人责任。评价可采用对比方法。在评价中进行分析对比，把实际数同计划或预

算比较，同级或同行业的平均水平比较，同历史水平比较等等。通过对比的方法进行评价，可在一定程度降低审计风

险。 

  （六）改善社会环境，争取社会各界的理解和支持 

  应积极向社会宣传审计机关和审计人员在经济责任审计中应负的责任，使社会各界对审计有正确理解和认识。认识

到审计人员不是万能的，不能期望审计能发现所有的问题，尤其是在被审责任人与有关人员共同串谋，且手法高明的情

况。应该让社会各界理解，审计人员只能严格按应有的审计程序进行审查取证，经济责任审计必须要有被审单位和有关

人员的积极配合才能有效执行。另外，各方应确保经济责任审计在责任人离任前执行，离任者应在原岗位接受审计并积

极配合审计工作的开展。对于审计查出的问题，应在离任前妥善处理和解决。只有得到社会各界，尤其是党政领导和被

审单位的理解和支持，审计人员才能更好地执行经济责任审计，有效地降低审计风险。（作者：河北省昌黎县审计局 

王秀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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