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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治理框架下的政府审计创新性研究
———《政府审计协同治理研究》评介

张立民

现代社会政治民主化进程、社会文明建设不断发展，国家治理理念深入人心。党的十八届三中全

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政府审计是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多年建设与发展，政府审计在国家治理中

承担着重要的监督和服务功能，已为社会所广泛认识。新时期如何认识政府审计服务国家治理的作

用？如何有效发挥政府审计职能作用？王会金教授和戚振东博士所著的《政府审计协同治理》一书

对这些问题做出了开创性的研究。

这本书在归纳政府审计实践的基础上，引入嵌入理论、协同理论等理论成果，系统探讨了政府审

计在服务国家治理中的作用途径、类型，特别是在分析政府审计服务国家治理作用影响因素的基础

上，着重研究了政府审计与其他治理主体的协调配合规律，对政府审计服务国家治理在战略层面、管

理层面和操作层面协同进行研究，构建了政府审计协同治理理论体系，应用这一理论体系，对财政财

务收支、政府绩效审计等审计协同治理，以及审计机关协同管理进行了研究。综观《政府审计协同治

理》一书，具有逻辑结构严密、时代特色较强、理论开创性明显、实践指导价值较高的显明特征。

一、严密的逻辑结构

政府审计作为一门实践性学科，需要引入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理论成果对其进行研究

和发展。多学科理论成果的引入，丰富和发展了政府审计理论，但多学科理论的交叉融合，又使得政

府审计理论构建往往难以形成严密的逻辑结构。《政府审计协同治理》以国家治理理论为框架，引入

协同理论、嵌入理论、绩效管理理论乃至产权理论，搭建起一个以服务国家治理目标实现为导向的、逻

辑结构严密的政府审计理论和运行体系。

政府审计的最新理论成果认为，政府审计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治理中依法用权力

监督制约权力的制度安排。相对于传统观点，这一理论认识在政府审计战略目标导向、政府审计本质

等方面都有较大的跨越和提升。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政府

审计发挥何种作用？发挥这些作用的影响因素是什么？如何针对这些影响因素组织审计，并有效发

挥作用？只有厘清了这些问题，方能构建系统的、以推动国家治理为最终目标的政府审计理论。

《政府审计协同治理》在分析政府审计服务国家治理作用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引入协同理论，构

建了政府审计协同治理框架，分析了政府审计服务国家治理的战略层面、管理层面和操作层面的协

同。然后，全书围绕这一框架的理论内容和实践应用，针对审计模式构建、审计业务开展、政府审计管

理体制、审计机关管理等展开充分论证。如审计业务开展，作者对具体审计业务的协同治理含义、目

标、内容、途径、协同组织实施展开了充分论证和阐述。因此，该书的研究具有严密的逻辑结构。

二、较强的时代特色

如何推进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是近代国家民主化进程中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从国家统

治到国家管理，再到国家治理，折射这一思想认识的转变。国家治理强调了社会事务管理的主体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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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权威来源多元化以及平等和协商。协同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必然要求和逻辑延伸，是新时期国家和

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时代特征，也对政府审计如何有效服务国家治理提出了新要求。

推动国家治理框架下的政府审计研究，首先需要清楚国家治理的内涵，明确政府审计在国家治理

体系和能力建设中的定位。《政府审计协同治理》一书廓清了国家治理体系的内容与要素，分析了国

家治理体系中的国家治理目标、国家治理主体利益、国家治理服务、国家治理结构和国家治理模式等

治理冲突及其审计治理原理。在对国家治理进行逻辑解构的基础上，作者充分挖掘了政府审计对国

家治理体系要素的作用机制和影响因素，寻求建立以政府审计机关为主导，多主体、多部门共同参与

的，共享审计治理信息、整合审计治理资源的政府审计监督治理网络，这无疑与当前党和国家所提倡

的国家治理理念和实践探索非常契合。这使得该书的研究具有前瞻性，有较强的时代特色。

三、明显的理论开创性

明显的理论开创性是该书的又一大特色。《政府审计协同治理》一书引入多学科理论成果对国

家治理框架下的政府审计进行研究，既有对学科基本理论问题探索的新颖视角，又有对学科前沿、学

术热点问题的关注和独到见解。该书在对国家治理进行逻辑解构的基础上，系统地分析政府审计服

务国家治理的作用类型、作用途径及其影响因素，搭建包括战略协同、管理协同和操作层面协同的政

府审计协同治理理论体系，以新颖的视角对政府审计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

《政府审计协同治理》在关注政府审计基本理论问题的同时，也关注了政府审计领域的热点问

题。以政府审计管理体制问题为例，理论界对于政府审计管理体制是否影响我国政府审计服务国家

治理效率效果的关键问题，存在截然相反的观点。但由于现有研究大都采用演绎推理的方法，更多的

是描述性、思辨性的研究，导致研究的规范性和研究结果的科学性都值得商榷。在《政府审计协同治

理》一书中，作者抽取了中国制度背景的不安全产权特征，界定了审计所有权，运用不安全契约经典

模型对政府审计机关不同隶属模式下的审计治理效率进行了分析，在研究方法上有较大的创新，也提

高了研究结论的科学性。因此，该书理论研究不仅具有系统性，而且具有开创性。

四、较高的实践指导价值

国家治理的深入发展要求政府审计在专业化分工监督的基础上整合资源，开展更为有效的联动

监督。在这方面，政府审计实践走在了理论的前面。近年来，审计机关之间，审计机关与司法、纪检监

察部门等协调配合开展审计监督的实践发展较快，相关法律法规日趋完善，如国务院 ２００１ 年颁布的
《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国务院令 ３１０ 号）、审计署 ２００６ 年制定的《审计署关于进
一步规范审计移送工作的意见》（审法发［２００６］６６ 号）、公安部 ２００８ 年颁布的《公安机关办理经济犯
罪案件的若干规定》等都有对政府审计如何与其他监督部门协作审计监督的规定。

《政府审计协同治理》一书敏锐观察到了这些实践，以协同论为理论基础，以获得政府审计监督

的协同效应为目标，对政府审计与其他监督治理主体整合资源、共享信息的协调配合规律进行了系统

探讨，并提出了既有理论说服力又切实可行的建议。这不仅有理论的创新性，也能够指导政府审计更

好地为中国特色国家治理服务，值得实务界思考和借鉴。因此，该书具有较高的实践指导价值。

正如作者所言，该书对于政府审计协同治理中的一些问题如涉外审计协同、政府审计机关公共关

系管理等仍未有涉及，希望作者能够在这一领域内继续深入研究，以为中国特色政府审计理论研究做

出更大贡献。

（张立民，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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