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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8日，国家审计署网站全文公布了长近7万字的《2004年度预算执行审计结果公告》。  

公告分上、中、下三部分，对32个政府部门上年度审计的基本情况、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审计的处
理情况及建议，以及问题的整改情况逐一陈述。某些部门转移挪用或挤占财政资金、虚报多领预算资金、私
设账外账和“小金库”、乱收费等等被称为“屡审屡犯”的问题，依然赫赫在列。  

就在报告正式发布的4天前，国家审计署署长李金华就曾表示，“应该放大审计的效应，以提起各方面
的关注。因此，除了涉及国家机密、商业机密、带来重大负面影响的审计结果，我们都应该向公众披露，以
减少信息不对称，让老百姓知道更多的真实信息。”李金华同时表示，“我敢保证，审计署的报告是没有虚
假的。可能在定性某些问题时用词不准，但事实不会有问题。”  

9月24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举办的“中国医院CFO财务管理高级课程”上做专题演讲的李金
华，在近两个小时的时间里详细讲述了中国审计工作的变化与自己的工作感受，也回答了现场学员与本报记
者的问题。  

从“财政监督”到“监督财政”  

20年来中国的审计工作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过去是站在财政部的角度，看纳税人是不是偷漏税，现
在则是站在纳税人的角度，监督政府怎么花纳税人的钱。”李金华说，“这就是审计工作从‘财政监督’到
‘监督财政’转变，这才是还了审计的本来面目。”  

据李金华介绍，审计署在成立之初，所做的工作大都是财税大检查，检查的目的是监督纳税人以增进
财政收入，而现在的审计对象主要是监督财政的支出状况。“对国家财政收支进行监督，是审计永恒的主
题。”  

但对财政的预算决策，李金华则表示审计署不会介入。  

“在预算执行中出了问题，审计署就要监督。”李金华在当日演讲后回答本报记者提问时称，“国际
上大多数国家在预算制定的过程中，审计部门都不介入。介入了你就无法审计，因为参与了决策再去审计，
本身就是矛盾的。”  

李金华概括审计署的职能是12个字：财政财务收支，真实合法有效。“前者是审计的对象，后者是审
计的标准。”  

而保证这12字职能的是12道程序，即确定计划、审前调查、制定方案、发出通知、现场审计、记录审
计日记、调查取证、起草报告、征求意见、审计处理决定、审计公告。  

“加强程序控制才能保证审计质量，”李金华说，“这12道程序绝不能省略任何一道。”  

“我把审计日记比作飞机上的‘黑匣子’。审计人员每天干了什么事、审了什么账、发现什么问题，
都在计算机里全面反映。这样一旦出了问题，我就可以查出到底是什么问题，是审计方案安排错了？还是审
计人员技术水平有限没审出来？还是方案安排好了审计人员没审？那就直接追究责任。”  

但李金华同时强调，审计署很注意充分听取被审单位的意见。“在审计程序之外，被审对象拥有提请
复议以及起诉的权利。”李金华说，“要做到实事求是就要充分听取不同意见，使我们的审计技术不断提
高。”  

“我敢保证一点，审计署的报告是没有虚假的。可能在定性某些问题时用词不准，但事实不会有问
题。”李金华说自己非常欣慰“这些年审计署到目前为止没有反映带水分的问题”。  

审计如医生 挑病为治病  

“审计之初，企业对审计不了解，觉得审计署就是来挑毛病的，所以当时在他们中间流传一个口号，
‘防火、防盗、防审计’。”  

对于审计对象对审计工作的误解，李金华在演讲中反复解释审计找病与治病的辩证关系。  

“审计和医生一样，首先就是要找毛病的。不是见了病人就说你身体多好多好，而是要发现病症。发
现不了病症就是失职。”  

李金华说，审计机关就是得罪人的，报忧不报喜，这就是它的职能。“医生给你看不出病来是医生的
失职，审计没有发现毛病，就是审计的风险。所以，任何一个期望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单位部门，都不应该
讳疾忌医。”  

“就像医生找毛病之后，最重要的还是要把病治好一样。我们的工作更重要的也是要通过报忧来帮助
被审计单位改进工作，最终把忧变成喜。”  

李金华认为近年来审计的作用已经在悄然发生改变，从重点查处违法违规，延伸到了监督财政规范管
理和提高行政效率上，比如细化部门预算、规范转移支付等等。  

之所以这样改变，李金华认为这是因为，政府审计不仅仅是监督，而更应是一种制度，是民主与法制
的重要方面。  

“所以这几年的审计重点放在了政府机关上，重点披露查处重大经济问题。”李金华介绍说，一方面
是对一般性财政支出重点查处，如挤占挪用、虚报冒领、私设小金库等等行为；另一方面，就是对重点项目
的预算审计，以防止其决策失误。  

“财政的钱不该花的花了不对，但该花的不花也不对。不是说要像老太太一样弄两块金子揣兜里舍不
得花，财政该花的一定要花，但必须花得有效益、见效果。”  

“审出谁，公布谁”  

“凡是审计到国家部门，都一起公告。”李金华在当日演讲中特别强调，审计署近年来非常注重加大
审计结果的披露力度。  

“有些被审的单位领导找我说：‘能不能不上报’？‘能不能不给总理报’？‘实在要上报，能不能
不要对外公告’？我回答说，‘该报不报是我的失职，你赶快整改，我就可以讲，你有什么问题，但你已经
纠正了问题。” 李金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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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审计结果在国际上是习以为常的惯例，在我国却因为历史习惯多为内部通报。李金华认为，审计
在发现问题后，应该放大审计效应以提起各方面的关注。“除了涉及国家机密、商业机密、带来重大负面影
响的审计结果，我们都应该向公众披露，以减少信息不对称，让老百姓知道更多的真实信息。”  

在李金华看来，只有审计结果都对外公告才是公正公平的，“审出谁就公布谁，是惟一公平的做
法。”李金华认为，对审计机关来说，审计结果的公开也是考验，看审计机关的水平能否经得起被审单位和
社会公众的监督。  

审计署20年共为国家挽回损失4000亿元；1998年以来，审计机关向司法机关移交15000多件，很多是大
案要案。仅今年移交的金融案件平均案值就达5亿元以上。  

“有人问我，‘屡审屡犯怎么办’？我的回答是，‘屡犯屡审’。”李金华说，很多问题不是揭露一
下处罚一下就能解决的，而是不断地揭露、不断地纠正、不断地深化改革，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去改革去完
善，要有决心和耐心。  

“虽然审计署不能完全像医生一样，对审计对象直接进行整改，但是可以根据发现的问题提出改进建
议。”李金华介绍说，审计署近几年提出的细化政府预算，规范转移支付，深化教育、卫生领域的改革的建
议，以及金融领域风险的防范，投资体制改革的问题等，都是涉及体制改革提高政府机关行政能力的重要问
题。  

“改革需要循序渐进，不发现问题怎么解决问题？问题应该在萌芽时就提出来。”李金华说，审计部
门连续5年提出的财政预算细化，已经得到人大、国务院的重视；而审计署1995年开始提出的会计信息系统
失真的问题，财政部后来也在查账中逐步重视起来，正在得到扭转；近几年审计出来明显的违法案件也越来
越少。  

“我在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见到一棵榕树，它长在另一棵树上吸纳大树的营养，最后将这棵树绞杀死
亡。现在有很多与国有企业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其他企业，就是通过这种‘绞杀’的方式最后把国有资产都
流失掉的。”李金华说，“现在很多这样的行为都还没有明确的法律来规范，我担心啊！”  

李金华在当日演讲中也坦言，目前中国法制环境的不健全，让他们在审计工作中常常遭遇尴尬。（记
者 王延春 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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