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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国家审计信息产品属性分为纯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它们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纯

公共产品审计信息的价格为税收。在准公共产品审计信息中，依照申请人要求而公开的审计信息的价格为收费；

其他审计信息没有价格。在私人产品审计信息中，二次开发的审计信息的价格为市价；其他审计信息没有价格。

国家审计信息的最优公开范围为纳税的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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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２００３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署向社会发布了
《关于防止 ＳＡＲＳ 的专项资金和社会捐赠款物审计
结果的公告》，对该专项资金的使用情况、存在问题

及处理结果做出了评价，满足了社会公众对该项资

金使用效率和效果的信息需求，赢得了广泛的好评。

同年，审计署公布的《关于 ２００２ 年度中央预算执行
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中，对中央政府某

些重要部门和重点企业的审计问题进行披露，经过

新闻媒体广泛传播，引起社会公众的极大震动，被人

们称之为“审计风暴”。“审计风暴”之后，社会公众

强烈要求公开更多的国家审计信息，学术界也认为

“审计结果公开使国家审计接受社会监督，增强了国

家审计抵御风险的能力”［１］，国家审计信息应“以公

告为原则，以不公告为例外”［２］。

随着我国政治民主进程的推进，国家审计信息

公开的范围势必不断扩大，这就需要加大对国家审

计信息产品属性和价格等问题研究的力度。目前这

方面的研究非常匮乏，相关的文献只有 １ 篇，即李凤
雏的《论国家审计信息属性及其管理》一文。他提出

国家审计信息产品的根本属性应当是公共产品［３］。

深入研究国家审计信息产品的属性和价格问题不但

可以提高人们对与之相关的问题的认识，而且可以

拓展审计理论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促使人们更加理

性地认识国家审计信息公开的范围。

二、国家审计信息产品属性的分类

萨缪尔森把产品分为私人消费品和集体消费

品，私人消费品是指“该产品的消费总量等于所有消

费者的消费之和”，集体消费品是指“每个人对此类

产品的消费不会减少任何其他消费者的消费”［４］。

奥尔森认为公共产品的特性是：“如果一个集团中的

任何个人能够消费它，它就不能不被该集团中的其

他人消费”［５］。植草益把准公共产品按竞争性和排

他性的强弱分为具有排他性但有弱竞争性的混合产

品 Ｉ和具有竞争性但有弱排他性的混合产品 ＩＩ［６］。
斯蒂格利茨在《经济学》一书中指出：“公共产品是

这样一类产品，在增加一个人对它分享时，并不导致

成本的增长（它们的消费是非竞争性的），而排除任

何个人对它的分享却要花费巨大成本（它们是非排

他性的）。”［７］综合以上学者的观点，产品一般可按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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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性（一个人使用一种产品会减少其他人使用这种

产品）和排他性（一个人使用一种产品可以阻止另一

个人使用这种产品）的程度不同分为三类：一是纯公

共产品，即那些具有完全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产

品；二是私人产品，即那些完全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

的产品；三是准公共产品，即介于纯公共产品和私人

产品之间的产品，它具有不完全竞争性和不完全非

排他性，或者具有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或者具有排他

性和非竞争性。国家审计信息是国家审计运动状态

和存在方式的反应，是国家审计工作的一种产品，国

家审计信息也可以分为纯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和

私人产品。

（一）纯公共产品

国家审计信息中的纯公共产品是指国家审计信

息中具有完全非竞争性和完全非排他性的那部分信

息。它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依据相关法规，审计

署必须主动公开的审计信息。我国有关审计公开的

法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审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审计基本准则》、《审计机关

公布审计结果准则》、《审计署审计结果公告试行办

法》和《审计署政府信息公开指南》等。根据《审计

署政府信息公开指南》的规定，以下信息属于主动公

开的信息：“（１）审计署职能及机构设置情况；（２）审
计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３）审计工作
发展规划及重要会议内容；（４）审计业务工作；（５）
审计行政管理；（６）其他。”另外，《审计署政府信息
公开指南》也规定审计信息的公开形式，“以审计署

门户网站为主要载体，不定期对外发布《审计结果公

告》；组织召开新闻发布会；接受媒体采访。”以上审

计信息一经公开，全体人民群众都可以使用。一个

人使用审计信息并不会减少其他人对审计信息的使

用量，一个人使用审计信息也不可能阻止另一个人

使用它。显而易见，这些依据相关法规规定审计署

主动公开的审计信息具有完全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

性，因而这些信息属于纯公共产品。第二部分是没

有依据法规，但审计署主动公开的审计信息。法规

通常具有滞后性，审计实践的发展往往超前于法规，

因而那些根据审计实践发展的需要、法规又没有明

确规定但必须公开的审计信息，也属于纯公共产品。

例如，审计署在其网站上公布了审计知识栏目，包括

中国审计概况、审计知识问答、领导干部审计知识读

本等内容。公开这些审计信息有助于加深公众对国

家审计的了解，更好地促进国家审计部门与社会公

众之间的沟通①。

（二）准公共产品

国家审计信息中的准公共产品是指国家审计信

息中不同时具备完全非竞争性和完全非排他性的那

部分信息。这些信息可分为以下几类：

１． 国家审计信息中依个人、法人或团体申请公
开的信息。《审计署政府信息公开指南》对申请公开

审计信息的规定如下：“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需要

审计署主动公开信息以外的政府信息，可以向审计

署申请获取，但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

的除外。”这种信息一方面具有消费的非竞争性，即

任何个人、法人或团体都可以申请公开，公开后不会

减少信息的使用量。另一方面又具有消费的排他

性，这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只有符合一定条件的申请

人才可以消费，不符合一定条件的其他社会公众、法

人或团体不能消费，即消费的可能性上具有排他性；

二是一旦申请人的申请被批准和付费后，申请人就

可以直接消费审计信息，而排斥其他人消费这些信

息，即消费的现实性上存在排他性，这就是“选择性

进入”。“选择性进入”是指消费者只有在满足一定

的约束条件例如付费后，才可以进行消费［８］。可以

“平等进入”的公共产品一般是纯公共产品，而“选

择性进入”的公共产品一般是排他性的准公共产品。

２． 在政府相关部门之间传递的国家审计信息。
一是纵向的传递，如审计部门上下级之间的审计任

务的下达和接受，下级审计部门向上级审计部门汇

报的审计工作报告等。二是横向的传递，即审计部

门向同级相关部门，如监察、工商、税务、纪检等部门

的情况通报。

３． 国家审计部门向被审计单位传递的审计信
息。例如，审计通知书、审计报告、审计意见书、审计

决定书等审计信息。

４． 在一定范围内传递的保密信息。《审计署政
府信息公开指南》规定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

人隐私的信息不予公开。但这些保密的审计信息在

一定范围内可以传递，如军队审计信息可以在军队

内部的高级领导中传递。

以上四类审计信息在一定范围内具有非竞争性

和非排他性，但排斥一定范围外的人使用，因而属于

准公共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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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私人产品

审计信息中的私人产品是指那些具有完全竞争

性和完全排他性的审计信息。一般来说，国家审计

信息中属于纯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的信息占绝大

部分，但也有一小部分审计信息具有私人产品属性。

这些信息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１． 依照申请人要求而公开的国家审计信息被
批准后就成为申请人的私人产品，只有申请人可以

使用，其他人不能使用，因而具有完全竞争性和完全

排他性。

２． 二次开发的审计信息，即信息服务主体对政
府原始的审计信息进行分类、整理、分析、加工和研

究后，再向市场需求者提供服务的信息。这些审计

信息属于信息服务主体所有，具有完全排他性和完

全竞争性。

３． 只有审计署审计长知道的保密信息。保密
的审计信息只在一定范围内传递，一般属于准公共

产品，但在特殊情况下如果只有审计长一人知道这

些审计信息时，那么在一定程度上这些审计信息就

具有私人产品的属性。例如，审计长指示驻某地特

派办对某一金融企业进行审计，审计结果直接上报

给审计长，审计长认为审计结果中包含的保密信息

不能在一定范围内传递。

４． 被审计单位的内部信息。在审计报告阶段，
审计机关就审计报告的内容征询被审计单位负责人

的意见，审计报告的内容经过被审计单位负责人的

“过滤”，这些被“过滤”的审计信息只有被审计单位

负责人知道，因而这些审计信息具有排他性。在审

计工作完成阶段，审计机关通常根据被审计单位的

经营情况、风险管理、内部控制等情况，出具审计建

议书，以体现国家审计的服务职能。当这些审计建

议书只被审计单位负责人知道时，这些审计信息就

具有私人产品的属性。

三、国家审计信息产品属性的变化

国家审计信息产品属性的变化是指纯公共产品

审计信息、准公共产品审计信息和私人产品审计信

息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情况。这主要体现在以

下方面：

（一）一个国家的国家审计信息产品属性在不

同的时期相互转化

我国从古代已有国家审计，当时审计作为加强

专制统治的工具，最高统治者和审计官员形成委托

代理关系。国家审计对最高统治者负责，审计结果

向最高统治者或审计官员报告，审计结果不向人民

公告，即使有时候对一些官员贪污腐败的信息进行

所谓的“公告”，其目的也是为了警戒人民，而不是为

了满足人民的需要而公开的，因而中国古代国家审

计信息属性属于准公共产品（在统治阶级一定范围

内传递使用）或私人产品（审计信息由特定的个别统

治者，如皇帝或审计部门官员掌握）。随着中华民国

的成立，民主思想得到广泛的传播，审计委托代理关

系发生了变化。广大国民和审计部门形成新的委托

代理关系，审计部门受国民的委托对政府部门的受

托经济责任进行监督，审计部门负有向广大国民报

告政府部门受托经济责任履行情况的责任，因而需

要向国民公告审计信息，一些在古代国家不能公开

的审计信息，到中华民国时期可以公开了，即一些本

属于准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的审计信息变成了纯公

共产品。民国时期在《政府公报》、《审计院公报》和

《审计部公报》上公布了许多国家审计信息，主要内

容包括国家审计法律、国家审计内部会议、国家审计

机构和人员情况、国家审计过程和国家审计结果等。

这在我国审计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是民主审

计出现的标志性事件。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长期处

于计划经济阶段，一些领导在很长时期内不重视审

计工作，政府也没有设置审计部门，因而也就没有真

正意义上的审计信息。１９８３ 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
国审计署的成立和审计工作的开展，产生了许多审

计信息。但当时受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

的影响，大多数审计信息都不公开，一般只公布与审

计相关的法规，审计部门很少主动公开审计结果，因

而大部分审计信息都属于准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

２００３ 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
例》、《审计署审计结果公告试行办法》等法规的颁

布，我国国家审计信息公开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属于纯公共产品的国家审计信息范围逐渐扩大，属

于准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的审计信息的范围正在逐

渐缩小。

再如，美国的国家审计信息产品属性也出现转

化情况。“９·１１”事件之后，欧美许多国家的审计机
关开展了国家安全政策和反恐政策的评估和审计，

揭露出许多制度和操作上的问题。美国政府问责总

署（ＧＡＯ）于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９ 日在其网站上公布了
《ＧＡＯ 递交给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关于阿富汗安全问
题的报告》，该报告对美国政府投资 ６２ 亿美元帮助
阿富汗政府重构内务部和国民警察部队的情况进行

评估，并对如何改革内务部和国民警察部队提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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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９］。随着部分国防、军队审计信息的公开，美国这

部分原本属于准公共产品或私人产品的审计信息转

化为纯公共产品。

（二）同一审计信息产品的属性在不同时空下

相互转化

比如审计机关准备向被审计单位传达的审计报

告、审计意见书、审计决定书等审计信息，在这些审

计信息对外公开之前，要先征求被审计单位的意见，

因此，被审计单位首先得到这些审计信息，这些审计

信息具有准公共产品的属性。当审计机关把这些审

计信息公开后，任何人都可以获得这些审计信息，这

些信息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因而原来属于准

公共产品的审计信息转变成纯公共产品。又如保密

的审计信息一般首先上报给最高领导，最高领导阅

读以后再决定在一定范围内传递。这些信息掌握在

领导手中时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属于私人产品，当

这些信息在一定范围内传递后，就变成了准公共产

品。当保密的审计信息过了保密期限后，予以解密，

解密的审计信息可以选择主动公开或依照申请人要

求而公开，所以这些本属于私人产品的审计信息就

变成了准公共产品或纯公共产品。这表明三种属性

的审计信息产品在时间上具有继起性，即演变路径

为私人产品向准公共产品再向纯公共产品转化。但

是在任何情况下，这三种产品属性的审计信息始终

同时存在，即在一定时期国家审计信息产品总可以

分为纯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也就是

说，三种属性的审计信息产品在空间上具有并列性。

只有这样，三种产品属性的审计信息才能完成依次

更替。

四、不同类别的国家审计信息产品的价格

国家审计信息产品属性包括三类，即纯公共产

品、准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这三类国家审计信息

产品的属性不同，价格也完全不同。下面我们分别

探讨它们的价格。

（一）纯公共产品国家审计信息的价格

根据以上分析可知，作为纯公共产品的国家审

计信息是国家审计部门主动公开的审计信息，表面

上政府“免费”向社会公众公开这些信息，实际上它

也有价格。根据委托代理理论，社会公众和国家审

计部门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国家审计部门受社会

公众的委托监督政府部门受托公共责任的履行情

况，因而国家审计部门也负有公共受托责任。公共

受托责任的履行就是提供公共产品。国家审计部门

为证明自己完成了公共受托经济责任，要向社会公

众汇报自己监督政府部门受托公共责任的履行情

况，汇报的形式就是国家审计信息的公开。因而“免

费”公开的国家审计信息就是国家审计部门向社会

公众提供的纯公共产品。但是，这种表面上“免费”

的国家审计信息，并不是真正的“免费”。委托代理

关系是一种契约关系，也是一种交易关系。按照现

代税收理论，社会公众纳税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公共

产品。社会公众和政府在公共产品市场上进行交

易，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社会公众为获得公共产品必

须向政府纳税。同样，社会公众和国家审计部门也

是公共产品市场上交易的双方，国家审计部门向社

会公众提供纯公共产品，社会公众为获得这个纯公

共产品必须向国家审计部门支付价格。由于社会公

众之间存在着“搭便车”问题，社会公众不能单独向

国家审计部门支付价格，而是集体支付，即税收。因

此，税收是社会公众获得国家审计信息这个纯公共

产品的价格。

（二）准公共产品国家审计信息的价格

准公共产品国家审计信息的价格有两种：一种

是依申请公开国家审计信息的价格；二是其他准公

共产品国家审计信息的价格。

１． 依申请公开国家审计信息的价格。依申请
公开国家审计信息的价格就是收费。《审计署政府

信息公开指南》对依申请公开的国家审计信息收费

做出的规定为：“审计署依申请向公民、法人和其他

组织提供政府信息时，按照实际发生的检索、复制、

邮寄、递送等成本收取相关费用。”在这里，一部分社

会公众和国家审计部门是准公共产品市场的交易双

方，一部分社会公众以付费为代价取得国家的审计

信息。因此，收费就成为依申请公开国家审计信息

的价格。这种收费具有以下特点：（１）它是非赢利性
的补偿性收费。国家审计部门属于非赢利组织。非

赢利组织提供的产品具有公共性（包括局部公共

性）。因此，国家审计部门不能以赢利为目的，以体

现其提供产品的公益性、公共性。由于依申请公开

的国家审计信息具有局部公共性，因而依申请公开

国家审计信息的收费不以赢利为目的，要以成本补

偿为原则。（２）它是消除拥挤性的准入性收费。如
果依申请公开的国家审计信息“免费”，那么社会公

众对国家审计信息就会有过度的需求，这会造成拥

挤问题，使有限的国家审计资源得不到优化配置，违

反效率原则。另外，依申请公开的国家审计信息属于

准公共产品，具有局部的排他性，只是一部分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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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全体公众都使用。如果它的定价为“免费”，那

么依申请公开国家审计信息的成本就会从一部分人

转嫁到全体公众身上，这显然不符合公平原则。

２． 其他准公共产品国家审计信息的价格。其
他准公共产品国家审计信息包括在政府相关部门之

间传递的国家审计信息、国家审计部门向被审计单

位传递的审计信息、在一定范围内传递的保密信息。

“收费是准公共产品的价格”［１０］，但不是所有的准公

共产品的价格都是收费。在政府相关部门之间传递

的审计信息，如下级审计机关向上级审计机关汇报

的审计工作报告，上级审计机关获得这些审计信息

并不需要向下级审计机关支付费用，它们的关系是

行政机关的内部关系，并不是一种市场交易关系，因

而这些审计信息没有价格。同理，在一定范围内传

递的保密信息也没有价格。国家审计部门向被审计

单位传递的审计信息如审计意见书，被审计单位也

不需要为此支付费用，因为我国《审计法》规定：“审

计机关履行职责所必需的经费，应当列入财政预算，

由本级人民政府予以保证。”［１１］

（三）私人产品国家审计信息的价格

私人产品国家审计信息的价格包括以下三类：

一是申请人付费后自己使用的国家审计信息的价

格；二是二次开发国家审计信息的价格；三是其他私

人产品国家审计信息的价格。

１． 申请人付费后自己使用的国家审计信息产
品的价格。申请人经国家审计部门批准，支付一定

的费用后获得的审计信息就成为申请人的私人产

品。如果申请人获取这些审计信息的目的只是为了

自己使用（如搞科学研究），而不是为了出售，那么这

些属于私人产品的审计信息就没有价格。

２． 二次开发的国家审计信息产品的价格。申
请人获取国家审计信息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向市场

提供信息增值服务，即申请人针对市场上不同用户

的信息需求，通过对国家审计原始信息进行分类、整

理、分析、加工和研究，使原有信息的价值得到增值，

最终提供给用户。这些经过申请人二次开发的审计

信息可以在公开的信息市场上出售，那么它的价格

就是信息市场上的市价。《审计署政府信息公开指

南》规定：“审计署依申请提供信息时，只提供本部门

保存的现有文件或材料，没有义务根据申请人的要

求收集整理材料、研究分析数据或作其他处理。”这

表明审计署只提供原始的审计信息，不会对审计信

息进行加工，但是市场上对审计信息有更高层次、多

样化的需求，因此，审计信息增值服务能够弥补审计

信息供给的不足，更好地开发审计信息资源。这种

经过对原始审计信息开发后的审计信息，只能按照

市场定价，即按照信息市场上的竞争机制、供求规律

等形成市场价格，而不能由政府定价，否则，就会挫

伤信息增值服务主体的积极性，使审计信息资源得

不到优化配置。

３． 其他私人产品国家审计信息的价格。其他私
人产品国家审计信息包括被审计单位负责人“过滤”

的内部信息和只有审计长知道的审计信息，这些审计

信息属于国家审计机关和被审计机关以及国家审计

机关内部传递的信息，没有公开的市场交易，因此它

们和其他准公共产品国家审计信息一样，没有价格。

五、国家审计信息产品的最优公开范围

目前，社会公众和学术界普遍主张公开更多的

国家审计信息。公众和学术界的这些意识和观点有

可取之处，但也有不足的地方。国家审计信息产品

的公开范围存在着一个合理的限度。“以公告为原

则，以不公告为例外”的提法不够科学、准确，它只是

在审计信息总量一定的情况下，才是较为恰当的提

法，即在审计信息总量一定的情况下，扩大纯公共产

品国家审计信息的范围，缩小准公共产品和私人产

品国家审计信息的范围。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

由于国家审计信息产品属性在空间上具有并列性和

时间上具有继起性的特点，“以公告为原则”也不能

打破空间上的并列性和时间上的继起性，否则，就会

破坏国家审计信息产品属性之间的转化。在审计信

息总量不确定的情况下，“免费”扩大公开范围，意味

着国家审计部门提供更多的纯公共产品，由于纯公

共产品的价格为税收，这就意味政府要征收更多的

税收，而这种税收的增加最终由社会公众来承担。

按照委托代理理论，社会公众（委托人）与政府

部门和人员（代理人）构成委托代理关系，作为代理

人的政府部门和人员可能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做

出损害委托人的行为，从而造成委托人的价值损失。

这种因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代理关系的存在给委托

人造成的价值损失，称为代理成本。为减少代理成

本，委托人委托国家审计部门对代理人进行监督，因

此，国家审计部门负有受托责任，“受托责任既包括

行为方面，也包括报告方面的责任”［１２］。国家审计

部门履行报告责任的形式即为国家审计信息的公

开，社会公众根据国家审计部门提供的审计信息，对

代理人做出激励或惩罚的决策，促使代理人的目标

和自己的目标一致。可见，社会公众从国家审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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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获取审计信息的目的是为了降低代理成本，社会

公众获取审计信息的收益就是代理成本的减少，而

社会公众获取这些审计信息需要支付成本，即纳税。

因此，对社会公众来说，获取国家审计信息的最优规

模（即国家审计信息的最优公开范围）为纳税的边际

成本等于纳税的边际收益（即每缴纳一份税给社会

公众增加的成本等于每缴纳一份税带来的代理成本

的减少）。当纳税的边际收益大于纳税的边际成本

时，扩大国家审计信息公开的范围是符合效益最大

化原则的。为使问题便于分析，假设把审计费用（包

括建立审计机关、支付审计人员报酬、开展具体审计

业务等的总费用）作为纳税成本的替代变量，把审计

机关查出的违规金额和追回的损失作为纳税收益的

替代变量。那么，当每增加 １％的审计费用而审计机
关查出的违规金额和追回的损失的增加幅度大于 １％
时，就应当扩大国家审计信息的公开。当纳税的边际

收益小于纳税的边际成本时，这时不但不应当扩大国

家审计信息的公开范围，而且要缩小国家审计信息的

公开范围。当每增加 １％的审计费用而审计机关查出
的违规金额和追回的损失的增加幅度小于 １％时，就
要缩小国家审计信息的公开范围。又如，审计机关公

布的不及时的、不相关的、不可靠的、晦涩的审计信

息，这些审计信息公开的数量越多，范围越广，损耗的

审计资源越大。而损耗的审计资源需要税收来补偿，

这就会增加纳税的成本，但社会公众得到这些审计信

息对决策是无用的，并不能减少代理成本。因此，这

时也应当减少或不公开这些审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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