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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视角下的政府审计管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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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政府审计是国家治理的监督控制系统。运用协同理论对政府审计管理进行逻辑解构，并在此基础
上，研究政府审计管理协同的内容、类型和协同组织方式。政府审计管理协同的内容包括政府审计组织结构协同、

审计机关管理协同、审计资源管理协同、审计项目管理协同以及政府审计治理信息协同等。政府审计管理协同的

协同类型包括横向协同、纵向协同和混合协同。政府审计管理协同的组织方式包括主导式协同、项目式协同、参与

式协同和支持式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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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政府审计管理是对审计资源进行组织运用的系统性活动，是审计工作发展中一个重要的理论和

实践问题［１］。作为现代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审计在国民经济社会建设中发挥重要作

用，并得到了社会广泛认可［２ ３］，政府审计管理的“人、法、技”建设也得到长足发展。然而，与国家治

理的审计需求相比，我国政府审计在发展过程中，仍存在审计任务繁重与审计人员力量不足、审计工

作环境日益复杂与审计能力要求不相适应、审计目标内容多样化与审计人员专业知识结构不协调，以

及国家治理审计监督系统化要求与审计项目计划安排不对称等矛盾［１，４ ５］。某种程度上说，这些审计

管理方面的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和制约政府审计服务国家治理功能作用发挥的重要因素。以科学的

管理理论指导，探索政府审计管理的一般规律，改善政府审计管理的系统性、整体性、协调性，从而有

效整合利用审计资源，最大化政府审计资源的治理效率，这些对于深化政府审计管理研究，解决我国

当前政府审计中存在的诸多矛盾都具有重要意义。

协同理论是基于理论物理学建立的一个自组织理论，着重研究各种系统从无序变为有序时的相

似性，以发现自组织系统的一般原理。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社会环境日益复杂多变、风险水平逐渐提高
等一系列问题都使得协同理论在国家治理、企业管理等诸多领域得到广泛运用［６ ９］。基于此，本文试

图引入协同理论，对政府审计管理协同内容、类型和协同方式进行探讨，以期为组织和开展政府审计

管理协同提供理论指导。

二、政府审计管理的文献综述

审计管理是审计组织和审计人员为达到审计目标，采用一定手段，对各项工作发挥作用的过

程［４］。加强和改善审计管理，是探索建设科学审计的重要内容之一。国内关于审计管理的专题文献

尚不多见，已有研究也多侧重于对审计管理进行规范性分析。如于玉林探讨了审计管理的机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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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制度安排［４］。王本强探讨了澳大利亚国家审计署的组织发展战略计划框架的设计与实施，以及给

我国政府审计机关从“组织发展”的视角开展审计管理带来的启示［１０］。

近年来，随着政府审计服务国家治理的范围、内容不断拓展，政府审计出现了许多新的管理实践。

这些管理实践的主要特点是管理系统性强、协调性要求较高，如组织全国性的地方政府债务审计项

目、多个审计机关协作开展项目等。这也激发了理论界总结政府审计管理实践，探索从整体角度有效

组织并运用审计资源、系统提升管理水平的政府审计管理规律。如王慧对国家审计管理协调机制的

框架及其运行机理进行了分析［１１］。郝万禄和崔俊则提出一种有效的审计资源整合范式的军队审计

管理创新［１２］。但从已有的理论和实践来看，对政府审计系统协调管理的相关研究和实践缺乏科学的

理论指导，由此导致相关研究尚不够深入，也限制了这些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

经济全球化、信息化下的的组织管理环境复杂多变，协同管理、协同治理理论日益受到管理理论

界和实务界的重视［７，９］。随着政府审计服务国家治理的开放性特征凸显，审计实践中也开始出现协同

管理探索，如实行开放型审计项目立项［１３］。在政府审计理论研究领域，戚振东和王会金分析了协同

理论对国家审计“免疫系统”功能实现的启示，认为社会协同是国家审计“免疫系统”功能发挥的基础

条件［１４］。王会金认为，中国政府审计协同治理包括战略层面、管理层面和操作层面的协同［５］。其中，

管理层面的协同是审计协同治理中观层次上的协同，包括政府审计系统内部协同以及政府审计与国

家治理其他子系统之间的协同。但是，现有理论并没有深入探讨政府审计管理协同的内容及其组织

方式。本文试图在国家治理理论的逻辑框架下，通过构建政府审计管理协同的理论框架，对政府审计

管理协同内容、类型和协同方式进行探讨。

三、协同视角下政府审计管理的逻辑解构

协同理论认为，通过重组社会系统中各子系统的时间、空间和功能结构，能产生新的时间、空间和

功能结构，其效应远大于各子系统效应之和［１５］，协同是实现系统整体价值的有效方法。管理理论中

通常所定义的协同是一种获得协同效应的资源运用状态或系统组织过程。根据管理协同原理［１６］，政

府审计协同就是根据政府审计战略发展目标，合理确定能够表征政府审计发展宏观有序程度的序参

量，运用支配原理，建立协同运行机制，使得政府审计内部各要素之间及与外部其他子系统之间能够

相互协调、相互耦合，获得审计监督服务协同效应。

政府审计服务国家治理的价值体现为其对国家治理目标实现的控制作用、对国家治理主体运行

的监督作用、对国家治理服务的评价作用、对国家治理结构优化的促进以及对国家治理环境的培育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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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协同视角下的政府审计管理逻辑解构图

用［１７］。服务国家治理为政府审计提供了发展方向，

是政府审计协同治理发展与变革的动力。政府审计

协同管理在一定管理情境和条件下，寻求政府审计

治理所遵守的共同规律，找出影响系统变化的可控

因素，进而充分发挥政府审计组织系统的协同效应。

一方面，政府审计服务国家治理的价值体现了政府

审计系统各要素的协调和竞争状态；另一方面，环境

的复杂性和风险性特征，使得政府审计服务国家治

理成为政府审计事业发展的核心要素，并支配其他

要素，完成政府审计生存发展的自组织过程。政府

审计管理通过不断缩小政府审计服务国家治理与社

会需求的差距，为审计管理提供动态的导向目标。

本文基于协同管理理论，对政府审计管理的机制和

流程整合分析如下（如图 １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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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审计管理协同效应的获得，要求政府审计管理要突出强调要素间协同、配合的思想，把政府

审计管理的各项作业活动作为系统价值链条下的环节来进行整体分析。如图 １ 所示，政府审计管理
协同的理论逻辑是：政府审计协同管理组织结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在一系列的审计规划、审计准

备、审计实施、审计报告、后续审计跟踪等项目活动中，强调自组织、自学习地适应环境变化，实现子系

统内部及与外部系统之间的协同，整合政府审计系统内外部资源，以使得政府审计系统从无序演化为

有序，进而获得政府审计管理的协同效应。

四、政府审计管理协同的内容

政府审计协同强调政府审计监督整体的协调和协作。作为自组织开放系统，政府审计应主动地

适应环境变化，根据内外部因素变化要求不断优化政府审计管理，调整系统资源、制度程序的作用和

相互关系：一方面通过审计促进国家治理系统的完善；另一方面，通过国家治理子系统的完善，整合审

计资源，反过来促进政府审计工作顺利开展。

（一）政府审计组织结构协同

政府审计组织结构协同是政府审计监督服务资源有效利用的组织保证。从本质上说，国家治理

中设置治理主体、监督主体等不同系统单元，就是满足国家治理同时或顺序使用相同或相关资源需要

行为、步调的合作和协调，因此组织结构协同是政府审计管理的应有之义。政府审计机关是执行审计

业务的主体，是政府审计协同治理的主导力量。不同层级政府审计机关、审计机关内部，要注重组织

功能的整体性，把人力资源、审计机关职能处室（科室）以及政府审计机关之间相互关联起来，突出整

体性特征，形成一个网络型的协同组织。

政府审计组织结构协同管理通过部门划分、层级确定、任务分配、资源规划、工作计划等安排来实

现部门之间职能、审计机关内部各类工作任务职责的协调配合。政府审计组织机构的协同包括组织

规模协同、职能分工协同等。对于政府审计系统而言，在组织结构上要强调组织系统构成要素之间在

规模、层次、方式等方面的相互配合。

政府审计机关的调整处于一个动态的国家治理环境中，审计机关与外界持续进行信息、物质、能

量交流。政府审计机关组织结构应能够适应外界动态变化，做出适应性调整，为政府审计服务国家治

理提供组织支持。影响组织结构效率的主要因素是组织管理的跨度和层级。组织跨度较大，不利于

精细管理；而组织跨度小，会降低资源使用效率。管理的层级多，会降低组织中信息传递效率，从而降

低组织运行效率。政府审计应当按照服务国家治理需求的政府战略导向，适应环境变化，调整政府审

计组织跨度、层级，优化职能配置，通过政府审计组织结构协同，有效地设计监督体系，契合国家治理

战略和与其他监督体系进而形成合力。

（二）政府审计机关管理协同

政府审计机关通过聚集审计资源来影响政府审计的发展与结构变动。政府审计机关管理协同是

审计机关通过组织协调各种管理程序、措施，实现管理最佳效率状态和资源最优配置状态的程度。政

府审计机关管理协同主要包括审计机关管理方法和手段的共享，机关内部管理的统一和一致性，以及

涉及政府审计文化等其他方面的交流协同。政府审计机关管理过程是在文化、信任等非正式制度影

响下的规章制度执行落实过程。政府审计机关管理的正式制度化规范，以及政府审计系统内各种不

成文的惯例（即政府审计文化中有关协同的因素），是政府审计实现协同监督治理服务的“软基础”。

因此，制度协同是审计机关管理协同的重要内容。

政府审计制度协同，是指政府审计机关通过组织协调内部利益关系，促进政府审计科学、可持续

发展而实现的制度协调配合的一种制度有序状态。政府审计机关根据最大化服务国家治理价值原则

决定制度协同，调整政府审计相关业务政策，制定新的规则或条件，建立行为约束机制，降低政府审计

·４１·



王会金：协同视角下的政府审计管理研究

系统内部交易费用，使内部审计资源在审计治理过程中实现绩效最大化，从而推动政府审计系统整体

绩效的提升。

（三）政府审计资源管理协同

政府审计资源包括来自于审计系统内部和审计系统外部的有形资源及无形资源。国家治理中，

通常政府审计机关拥有的资源包括物质资源、人力资源、权力资源等。从根本上说，政府审计的产生

动因是国家治理资源的稀缺性。政府审计机关在履行职责时，同样面临资源约束。在一个有效运转

的国家治理系统中，只有当政府审计所能够提供的国家治理服务价值大于其行使政府审计职能所花

费的资源成本时，政府审计才有独立存在的价值和必要。政府审计资源管理协同，是指政府审计机关

以协同理论为指导，综合运用管理方法、手段促使政府审计机关内部、审计机关之间的资源按照协同

方式配置、整合、使用，实现审计资源利用一致性、互补性的一种有序状态。

政府审计的外部有效协同资源通常包括司法监督、权力监督、专业监督等监督资源，以及数据信

息、专业知识等资源。政府审计机关与国家治理资源协同就是通过协调配合达到资源有效配置，实现

政府审计机关资源投入产出效益最大化的资源管理有序状态。政府审计资源管理中还应当开发信

任、合作等社会资本资源，取得社会对审计机关的接受和信任，以协调无形资源和有形资源开发利用，

提高审计治理效率效果。

（四）政府审计项目管理协同

政府审计机关承担国家治理监督的众多项目任务。政府审计机关项目管理协同，是指在存在多

项目任务的环境下，通过系统调配内外部资源、信息共享，权衡和协调项目开展，以达到审计项目管理

的有序状态。

１． 审计项目计划协同
政府审计服务国家治理，就是要更好地服务科学发展、更好地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更好地保障并

改善民生、更好地推进法治建设、更好地推动改革创新、更好地促进廉政建设。这就要求政府审计机

关应当以服务国家治理为目标，确定审计工作计划安排和重点内容，并以此为依据实施审计项目、划

定审计范围、明确审计建议等。

现今，政府审计主要开展的审计业务类型包括财政审计、金融审计、国有企业审计、建设项目跟踪

审计、经济责任审计等。从根本上说，这些审计业务或审计项目类型，无外乎是监督制约权力运行或

是监督公共资金管理使用。各级政府审计机关应当按照政府审计发展战略要求，统筹协调安排执行

审计项目，从而共享审计技术和审计经验，降低审计监督成本，整体发挥政府审计机关的职能作用。

２． 审计项目流程协同
政府审计项目流程协同是政府审计机关通过审计项目流程设计、再造、规范等，使得审计项目管

理达到流程优化、管理协调的有序状态。政府审计是由一系列审计流程活动组成的，这些复杂的业务

流程构成了一个系统。审计流程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关系，可能是并行关系，也可能是前后串行关

系，还可能是耦合关系。这种关联关系决定了审计过程必须按一定顺序协调一致进行，否则可能会造

成政府审计治理冲突。

政府审计更多的是非财务报表鉴证审计，该类审计没有建立审计程序标准。当前，针对同类项目

的审计目的、审计任务、审计内容等不尽相同，审计工作质量标准也参差不齐。这其中虽然有审计人

员专业知识技能、职业态度等主观影响因素，但审计业务流程协同规范化程度较差也是主要原因。审

计流程包括审计规划、审计计划、审计准备、审计实施、审计结果报告、后续跟踪审计等。通过制定审

计业务流程，对政府审计准备、审计实施、审计报告提交和后续跟踪审计等业务流程进行明晰化和改

造，并在各个层次的信息共享基础上，实现业务协同。在具体审计项目组织上，还应当根据审计项目

目的、审计意见类型等，在项目纵向、横向或混合方向上组织实施协同，以使得审计建议在行业性、体

·５１·



2013年第6期

制性或机制性问题或风险的分析和揭示上获得协同效应。

３． 审计技术协同
政府审计技术协同是审计机关进行技术研发、技术创新、技术推广等技术管理活动所达到的一种

技术创新和运用的有序状态。审计技术是审计过程中发现审计线索、获得审计证据、做出审计判断、

提出审计意见建议和提交审计报告过程中所运用的一系列方法手段的总称。从技术属性的角度看，

审计是一门监督评价的学科。经济活动或经济事项不断发展变化，经济活动或经济事项的载体、环境

等也在不断变化。这就需要审计人员根据审计对象的特征不断地研发新技术，根据审计项目特征运

用审计取证、判断、评价的新技术、新方法、新手段。审计新兴技术研发需要花费成本、新技术运用需

要经过复杂的认知熟悉过程，审计人员通过在审计机关进行审计技术的交流、传播和共享，能够降低

审计技术研发成本，降低新审计技术应用时间成本，提高审计技术运用效率。

４． 与外部监督主体职能协同
与外部监督主体职能协同，是指政府审计在履行职责、发挥监督职能的过程中，与其他监督主体

的监督职能相互协调配合，共享监督信息和资源，使得政府审计获得比单独履行监督职能时更高效率

的一种监督职能履行状态。政府审计机关作为审计监督服务提供主体，必须与地方党委政府领导、社

会公众、中介组织、上下级业务部门等国家治理监督主体协同。通过政府审计职能协同，降低审计监

督成本，提升审计成果的利用程度，提高审计效率效果。政府审计与外界保持协同需要具备对环境的

灵活反应能力，这种灵活反应能力同时又应与政府审计内部各子系统的高度协同紧密相关。建立战

略协同机制，不仅有助于在政府审计内部实现协同，更主要的是通过监督主体间的优势互补促进外部

协同的实现，形成广泛而有深度的统一和联合作用，产生监督协同效应。

政府审计监督职能协同需要通过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来对监督部门之间相互配合、相互协调的权

力、义务、协调程序等进行相应规范。在现代政府绩效管理的管理制度背景下，监督部门大都以监督

效果作为绩效考核的重要内容。政府审计与其他监督主体的协同，是既合作又有竞争的协同，这更加

凸显了政府审计监督职能协同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的重要性。

值得指出的是，被审计单位是执行国家治理政策措施的能动治理主体。在促进达成国家治理目

标上，审计双方具有一致性目标。政府审计职能作用发挥的效率效果很大程度上受到被审计单位对

政府审计的认知和对审计建议意见认可程度的影响。政府审计应与被审计单位就政府审计理念、文

化价值观等达成共识、共享治理资源，促进国家治理持续的改善。审计机关与被审计单位之间，相互

紧张和矛盾的关系不仅阻碍审计的顺利进行，不利于政府审计服务和建设性目标达成，也会阻碍被审

计单位获得持续性改进的机会和信息。

（五）政府审计治理信息协同

政府审计信息协同是指在政府审计治理中，通过信息传递、交流等形成的一种审计信息有效共享

的有序状态。从本质上说，政府审计服务国家治理就是在不断地接收信息和输出信息的过程中完成

的，因此，信息协同对于政府审计管理协同具有尤为重要的意义。政府审计信息流范围较广，不仅包

括审计机关的信息流，也包括来自被审计单位、社会公众、司法机关、专业监督部门等的信息流。政府

审计信息协同要求这些信息能够在政府审计系统内部和外部得到及时、准确和有效地传递与反馈，使

之成为整个政府审计沟通社会公众和管理各方的“桥梁”。

政府审计信息内部协同是指政府审计机关通过对审计信息进行收集、整理、传递、交流等，使得信

息在审计系统内部有效共享的一种信息管理状态。政府审计信息不仅包括政策法规信息，还包括审

计线索、技术经验、审计发现等信息。政府审计信息内部协同，要求注重对信息的收集、储存、加工、传

递和利用等管理工作，使得信息在不同的机关、部门、业务单元之间及时传递和流通。当前，政府审计

机关的官僚化、严格的层级组织结构，降低了信息传递的速度和质量，因而可通过增加信息传递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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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化渠道和利用技术手段，促进审计信息有效沟通与共享。

政府审计外部协同要求政府审计与外界互动适应。政府审计信息外部协同，是政府审计系统与

国家治理其他子系统之间通过交流与沟通，与社会公众共享信息资源，获取政府审计治理信息优势的

一种政府审计信息系统有序发展状态。政府审计信息协同，一方面要求政府审计系统及时向社会公

众公布有关政府审计监督的信息，满足利益相关者的信息需求和知情权；另一方面，政府审计系统不

断完善信息获取、沟通渠道，有助于及时有效地收集政府审计监督治理相关信息，提高政府审计监督

效率效果。

五、政府审计管理协同类型与方式

政府审计管理协同既包括审计系统内部管理协同，也包括与外部审计协同。针对不同内容，可以

采取不同的协同类型和协同方式。

（一）政府审计管理协同类型

１． 横向审计协同
横向审计协同，是指政府审计机关采用一定的策略和途径，使政府审计机关内部、与外部监督部

门、被审计单位、被审计单位的业务往来单位之间，就审计项目实施的不同阶段任务，相互协调，进行

平行合作，形成合作性、共同化的政府审计监督服务系统，使得政府审计项目的实施或是其他管理目

标能够满足政府审计系统性需求，共同促进政府审计服务国家治理的协同效应的获得。横向协同一

般出现用于审计计划安排、审计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审计取证、审计结果利用等方面。横向审计协同的

形式主要有政府审计机关内部、政府审计机关与司法、财政等监督部门的协同，以及政府审计机关与

被审计单位之间的协同。在政府审计机关内部横向协同，有利于集中发挥人力资源力量，突击完成审

计项目；通过与外部协同，能够有效地降低审计成本或是提高审计结果利用效率。实践中，有以审计

机关为主或多方共同建立一个组织协调机构作为审计主导的协同方式，具体审计协同是否需要重新

建立审计协调小组，主要依赖于审计项目的性质、双方知识专业结构、审计任务计划等。

２． 纵向审计协同
纵向审计协同，是上下级政府审计机关之间或审计机关内部就政府审计战略或审计项目实施达

成协调，制定合理的管理制度或审计方案，创造良好工作环境，将战略分解并转化为实际活动或完成

审计项目过程中的协同，是上级政府审计机关、本级政府审计联合成一个统一体进而开展审计业务的

审计协同。纵向协同建立在朝向服务国家治理目标实现的政府审计战略或审计项目组织向下层级分

解的过程基础上，是协同目标逐级向上负责的一种协同，常用来组织可以揭示体制性、机制性问题或

行业性、区域性风险问题的审计管理。同时，纵向协同多是审计内部协同，协同能力较强，易于组织，

审计机关应多利用纵向协同完成审计服务国家治理的任务。

３． 混合审计协同
混合协同，是指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维度协同的多维度政府审计协同。横向和纵向都可以认为

是单一维度协同。混合协同主要是政府审计机关与其他部门之间或是政府审计机关之间进行的协

同，在横向协同的基础上，来实现政府审计发展战略或实施审计项目。不同的协同方式，政府审计完

成的各种审计测试的性质、目的不同。如可以通过对发现的问题组织横向协同，深入调查并发现体制

性机制性问题；也可以通过对发现的问题组织纵向协同，以深入调查行业发展、区域发现存在的风

险等。

（二）政府审计管理协同方式

根据协同主体在审计协同治理中所处的地位作用，政府审计管理协同可以采取审计机关主导的

协同或政府审计机关参与、由协同关系方主导的协同。按照审计协同关系的持续时间，政府审计管理

·７１·



2013年第6期

协同可以分为短期协同和长期稳定协同。所谓短期协同是指为特定审计项目开展的持续时间相对较

短、协同关系不稳定的协同方式，当审计项目结束，政府审计协同也即可能结束。长期协同是协同持

续时间长、需要建立稳定关系的协同，这种协同往往是基于部门职责权限分工基础上的协同。依据这

两个维度，可以将政府审计管理协同方式划分为四种协同类型，如下图 ２ 所示。

审计机

关主导

参与式协同

主导式协同

支持式协同

项目式协同

协同关

系方主

导

持续时间短 持续时间长

图 ２　 政府审计管理协同方式分析图

１． 主导式协同
主导式协同是一种政府审计机关主导的、制度

导向的长期式协同。主导式协同的最大特点是：政

府审计机关是协同治理的主角，机构的组织、活动

的开展、人员的安排、资金的筹集等都由政府审计

机关承担，协同完全由政府审计机关治理和推动。

主导式协同持续时间较长，要求协同关系有相应的

权力义务、程序规范等制度保障。当主导式协同没

有相应制度时，政府审计机关应当寻求建立正式的

制度，以固化协同行为。同时，政府审计机关应当

立足制度、法律层面解决影响协同的机制、体制性

问题。如通过建立协同平台，固化参与方参与的途径、职责、权限。

２． 项目式协同
项目式协同是一种政府审计机关主导的、任务导向的短期式协同。这种协同一般持续时间较短，协

同更多地是基于审计事项的需要，可能不需要固定的制度。在没有相应的制度约束时，政府审计机关主

导这种协同需要花费大量的协调成本。但由于政府审计机关处于主导地位，一般可以根据审计需要主

动协同弥补审计职权受限、审计成本过高等缺陷，以获得较好的审计效果。在一些审计项目组织开展，

或是针对特定事项进行调查处理时，如对民营企业特定事项的审计调查，可以采用这种协同方式。

３． 参与式协同
参与式协同是一种不以政府审计机关为主导，且持续时间较短的审计管理协同。在这种协同中，

政府审计机关处于一种参与协作地位，因此称为协作式协同。参与式协同的最大特点就是由非审计

机关主导，且审计服务具有临时性特点。参与式协同下，政府审计机关运用专业技术优势，提供审计

服务。这种协同一般适合于受政府审计机关权限、手段等限制，无法进一步完成查证工作的情形。在

参与式协同下，政府审计机关应当充分利用专业优势，提供高质量专业服务。

４． 支持式协同
支持式协同是一种不以政府审计机关为主导，但任务持续时间较长的审计管理协同。在这种协

同中，虽然政府审计机关处于协作地位，但由于是制度导向的协同，政府审计机关应当立足促进建设

完善协同基础设施，以降低协作成本。支持式协同需要建立相应协同管理制度，以界定协同参与方的

权力义务、职责权限，降低不必要的摩擦、不协调等给协同带来的危害，从而充分发挥整体功能效应。

支持式协同下，政府审计机关处于协作地位，但这并不代表政府审计机关不能够在这种协同中有所作

为，政府审计机关支持更多的是基于审计监督职能的支持，是一种更为稳定的协同治理方式。政府审

计机关应立足于支持地位，主动寻找发现整个协同链条上的薄弱环节，从政府审计职能改善的角度主

动地、有意识地加以改进，以最终提高政府审计协同治理效率，获得国家治理监督系统整体功能性

效应。

六、结束语

政府审计管理是对审计资源进行组织运用的系统性活动，政府审计管理对政府审计服务国家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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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效率效果起决定性作用。加强和改善政府审计管理，是政府审计顺利开展的必然要求。本文引

入协同理论，在对政府审计管理进行逻辑结构分析的基础上，对政府审计管理协同的内容、类型和协

同方式进行了研究。本文认为，政府审计管理协同的内容包括政府审计组织结构协同、政府审计机关

管理协同、政府审计资源管理协同、审计项目管理协同、审计治理信息协同。从协同类型看，政府审计

可以采取纵向、横向和混合审计管理协同。为充分发挥审计治理协同效应，政府审计管理协同可以采

取主导式、项目式、参与式和支持式协同。政府审计管理协同工作，是依据协同内容、确定协同目标与

类型、识别协同机会、确定协同方式、采取措施实施协同等的连贯环节的统一体。如何在操作层面实

现审计管理协同，是本文未来的研究方向。

参考文献：

［１］刘英来．中国审计学会审计管理研讨会综述［Ｊ］．审计研究，２００４（５）：３ ７．

［２］刘家义．论国家治理与国家审计［Ｊ］．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２（６）：６０ ７２

［３］尹平，戚振东．国家治理视角下的中国政府审计特征研究［Ｊ］．审计与经济研究，２０１０（３）：９ １４

［４］于玉林．审计管理：机理、模式与制度安排的探讨［Ｊ］．审计与经济研究，２００７（４）：５ １０．

［５］王会金．治理视角下的国家审计协同———内容框架和模式构建研究［Ｊ］．审计研究，２０１３（４）：５７ ６２．

［６］程述，白庆华．基于协同理论的政府部门整合决策［Ｊ］．同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０９（５）：７００ ７０３．

［７］解亚红．“协同政府”：新公共管理改革的新阶段［Ｊ］．中国行政管理，２００４（５）：５８ ６１．

［８］郑巧，肖文涛．协同治理：服务型政府的治道逻辑［Ｊ］．中国行政管理，２００８（７）：４８ ５３．

［９］白列湖．协同论与管理协同理论［Ｊ］．甘肃社会科学，２００７（５）：２２８ ２３０．

［１０］王本强．澳大利亚审计署的组织发展战略计划框架及对我国政府审计管理的若干启示［Ｊ］．审计研究，２００６（４）：１１ １５．

［１１］王慧．国家审计管理协调机制及其运行机理研究［Ｊ］．财会月刊，２０１０（１ 下）：６４ ６６．

［１２］郝万禄，崔俊．军队审计管理创新探要［Ｊ］．军事经济研究，２００６（１）：６５ ６７．

［１３］孙伟龙．审计管理创新研究———以宁波市创新绩效审计为例［Ｊ］．浙江万里学院学报，２０１０（３）：１４ １８．

［１４］戚振东，王会金．国家审计“免疫系统”功能实现研究：基于社会协同的视角［Ｊ］．南京社会科学，２０１１（１２）：８０ ８５．

［１５］徐大佑，黎开莉等．管理协同与精细化［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８．

［１６］潘开灵，白列湖．管理协同机制研究［Ｊ］．系统科学学报，２００６（１）：４５ ４８．

［１７］王会金，戚振东．社会嵌入视角下的政府审计治理作用机制研究［Ｊ］．会计研究，２０１３（９）：９１ ９６．

［责任编辑：刘　 茜，杨志辉］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ｕｄｉ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Ｓｙｎｅｒｇｙ Ｔｈｅｏｒｙ

ＷＡＮＧ Ｈｕｉｊｉｎ
（Ｎａｉｔｏｎａｌ Ａｕｄｉｔ Ｓｃｈｏｏｌ，Ｎａｎｊｉｎｇ Ａｕｄｉ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ｎｊｉｎｇ ２１１８１５，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ｕｄｉｔ ｉｓ ａ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ｙ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Ｂｙ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ｙｎｅｒｇｙ ｔｈｅｏｒｙ，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ｔｈ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ｕｄｉ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ａｔ，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ｔｈｅ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ｕｄｉ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ｎｄ ｉｔ ｉｎｓｉｓｔｓ ｔｈａｔ ｓｙｎｅｒｇ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ｕｄｉ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ｕｄｉｔ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ｕｄｉｔ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ｕｄｉｔ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ａｕｄｉ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ａｌｓｏ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ｔｈａｔ ｇｏｖ
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ｕｄｉｔ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ｕｓｅ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ｒ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ｒ ｈｙｂｒｉｄ ｓｙｎｅｒｇｙ ｔｏ ｃａｒｒｙ ｏｕｔ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
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ｙｎｅｒｇ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ｓ ｏｆ ｓｙｎｅｒｇ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ｔｏｏ，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ｃｏｌ
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ｍｏｄｅｌ，ｔｈｅ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ｖｅ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ｍｏｄｅｌ ｅｔｃ．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ｕｄｉｔ；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ｕｄｉｔ；ｓｔａｔ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ｓｙｎｅｒｇ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ｕｄｉ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ａｕｄｉｔ
ｄｅｍａｎｄ；ａｕｄｉ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９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