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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服务中实施监督 在监督中体现服务----使审计工作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更

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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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坚持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适应社会发展要求，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和创

新，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改革措施的协调性，建立健全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

开放的体制机制。”推进体制改革和创新也是中央工作会议多次提出的要求，所以审计工作应该站在更高的层

次上，对管理体制及制度方面问题进行分析和研究，提供参考意见，从而适应深化改革更深层次的需要。 

    这就要求审计工作在服务中实施监督，在监督中体现服务，实现审计理念的深刻变化。进而深刻理解关于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丰富内涵，并联系审计机关职责，注意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产生积极影响。 

    一是服务民主政治、法制建设，求得国家权力运行的和谐。胡锦涛总书记关于和谐社会内涵的阐述，首先

提出的是“民主法治”，是因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趋势

和要求，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和标志。国家审计工作具有宪法实践性质。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加强对

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十六届三中全会更明确要求“完善预算编制、执行的制衡机制，加强审计监督”，这些

都对审计促进民主政治和法制建设提出了具体的要求。所以国家审计在发挥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作用同时，要

深化审计职能，即在依法审计同时，针对发现的问题，注意提供促进民主政治、法制建设建议。具体职能则在

于实现政府公共财政管理的公开、透明，推进公共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和创新；促进提高政府经济决策的科学

性、改革措施的协调性；建立健全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的公共管理机制。 

    二是服务经济发展的和谐。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其名著《国富论》中提出，贸易、社会分工是

构成财富的重要源泉，竞争为每一个个体提供了高效生产的动机。当每一个社会成员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创造出

最大量的财富和幸福时，社会财富和社会幸福总量也就达到了最大量。国家审计机关在经济监督中，对发现的

普遍性问题，应注意以制度体制改革建议，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促进社会财富的最大化。积极推进

有中国特色的效益审计，促进社会财富和社会幸福总量的最大化。审计机关要运用自己的独立地位，发挥专业

优势，对影响效益的突出问题，查清情况，深入剖析，提出完善的整改建议，加以督促实施，并通过健全管理

体制、制度消除管理漏洞。以促进社会财富和社会幸福总量的最大化，积极推动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 

    三是服务社会发展与环境的和谐。按照科学发展观要求，要使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我国将不懈追求公

平的增长、均衡的增长和可持续的增长。因此，审计工作按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这一要求必须为不同区

域、群体谋求共同富裕提供服务，揭示不同区域经济发展的整体情况及人口、资源、环境的变化情况为宏观经

济决策提供服务。同时体现区域发展的要求为经济发展的统筹提供信息。对多发生问题进行管理制度方面的分

析，提供有效的对策；对反复发生的问题进行体制方面的调查研究，提出合理的改革建议。这对于解决曾经发

生的资源浪费、低水平重复建设、地域行业发展严重不平衡等问题非常重要。审计机关要积极参与到环境治理

工程中来，依法将环境审计纳入法制化轨道。通过依法开展环境审计，对国家环保重点资金的运用及其产生的

生态效益进行评估，从可持续发展的高度审视短期的、暂时的经济增长，监督国家环境保护法律、自然资源法

律及其他相关法规的执行，保护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并注意从经验和理性认识角度提供改革意见和建

议，从而促进经济、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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