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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构建和谐社会是党中央、国务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大举措，是全面建设小

康社会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进一步“加强对执法和经济活动的监督”，“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

督”。审计机关作为政府的组成部门和经济执法部门，审计担负着维护经济秩序、保障经济社会稳定健康发展

的重要职责，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肩负着重要使命，因此要不断强化审计监督，始终坚持“全面审计，

突出重点”的工作方针，转变审计职能，深化财政财务收支的真实、合法、效益审计，促进社会公平、有序，

和谐发展。作为农业审计部门，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应着重从以下几方面发挥作用： 

    一、突出审计重点，在促进宏观调控方面发挥作用  

    构建和谐社会首先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不和谐的问题也只有通过发展、通过宏观调控来解决。审计紧

紧扣住发展这个第一要务来做好工作，就是最直接地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审计工作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切

入点，就是要紧紧围绕政府工作中心和宏观经济调控的总体目标，关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要从统筹

经济社会发展着眼，关注财政资金支出结构，关注政府性资金支出效果，加强对教育、医疗、社会保障、支农

以及其他重点专项资金的审计监督。审计机关应紧紧围绕党委、政府经济工作中心，谋划、开展审计工作。在

揭露和查处严重违规违纪问题的同时，注重从机制、体制上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促进被审计单位科学规范地

管理资金，确保政府的各项宏观调控政策发挥应有的作用。农业审计应将与“三农”问题相关资金的审计作为

工作的重点。  

    二、审计内容向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内容转变 

    和谐社会的价值取向是公平与公正，公平与公正涉及社会利益的合理分配，而社会利益的合理分配，是和

谐社会的核心，关系到构建和谐社会目标的实现，关系到我国社会的长治久安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稳步推

进。着力解决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主要内容，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

宿。根据公共财政体制的要求，今后政府公共支出主要投入到教育、科学、文化、社会保障、公共基础设施、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领域。因此审计机关也要相应转变审计的重点内容，将

注意力转移到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内容上来，选择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相关的审

计事项。农业审计要着力抓好生产流通领域涉农专项资金和农民直接受益的补贴、补助类资金审计，对损害人

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要查深查透，充分揭露，并积极追踪落实问题的整改情况，确保国家各项支农、惠农政

策真正落到实处，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维护群众切身利益和农村的稳定。 

    三、由真实合法性审计向效益性审计转变  

    真实合法性是在会计资料和经济信息失真问题比较突出的情况下确定的审计目标。经过多年努力，国家审

计在以真实合法性目标为基础，揭露违法违规行为，纠正会计信息失真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随着政

府职能的转变，政府支出将更多地用于基础设施、就业、医疗、社会保障、教育等社会公共领域支出，而我国

长期以来公共资源的供需矛盾突出与公共资源的使用效益低下并存，社会公众对明确公共资源管理的责任和提

高公共资源使用效益的要求也越来越强烈。因此当前的审计目标应适时转移到评价政府对公共资源使用的效益

性上来，通过审计揭露政府公共支出中因管理混乱、决策失误和以及由于体制、制度不完善而造成的重大损失

浪费等效益方面的问题，从而促进相关制度的完善，提高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和谐

发展。从另一方面来看，从财务收支合法性审计到效益审计，我们已经走过了很长的路，也取得了较好的审计

成果。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较，我国的效益审计开展得较晚，效益审计占政府审计工作量的比重较低，基本上还

处在从真实、合法性审计向效益性审计的过渡时期。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财经秩序的日趋规范，

审计工作无论其内涵还是外延都应不断拓宽。而相对于真实合法性审计而言，效益审计运用的审计方式方法更

多、审计范围和内容更广、更深，可以从不同的层面来深刻反映经济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利于提出切实可

行的建议。因此，审计机关要更新审计观念，在搞清楚项目计划执行、资金筹措到位、资金管理、使用情况的

同时，开展效益审计。为审计事业注入新的活力，既是形势发展对审计工作提出的新要求，也是审计发展的必

然趋势和与国际审计发展接轨的需要。尤其是农业审计，应由过去的财务收支审计转向深层次的效益审计，要

对资金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进行检查和评价，审计实施时要牢牢抓住项目和资金、工程决算和财务决算



两条主线，查清项目和资金的内在联系，分析深层次和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从制度、机制上提出建议，加强对

项目资金的监管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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