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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基于当前我国腐败与反腐败的基本现实，综合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的有关理论，构建委托代理模型，
首先深入剖析薪酬待遇、离职后预期收益、审计监督和惩罚力度影响我国政府公职人员滥用职权行为的机理，然后
利用成本收益方法分析政府审计监督最优力度的决定，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政府公职人员权力寻租收入和离
职后再就业的预期收益对我国政府审计监督最优力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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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腐败是社会毒瘤。如果任凭腐败问题愈演愈烈，最终必然亡党亡国”［１］。政府公职人员尤其是

官员滥用职权等腐败现象如同侵入党和国家肌体的“病毒”，不仅直接严重破坏党的形象，而且关系
党和国家生死存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坚
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有效遏制了腐败蔓延势头，党风政风焕然一新。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
大工作报告中强调：“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巩固压倒性态势、夺取压倒性胜利的决心
必须坚如磐石”“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扎牢不能腐的笼子”。事实
上，加强对政府公职人员权力使用的审计与监督，既是社会各界的强烈愿望，也是党和政府工作的重
大目标。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指出：“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制约和协调机制，加强和改进对主要
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加强行政监察和审计监督”。

为了抑制和杜绝政府公职人员滥用职权等腐败现象与行为，十九大报告提出“深化国家监察体
制改革，实现对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与其他反腐败机制相比，政府审计（又称国家审
计①）在信息权力、专业性、独立性、权威性等方面具有特殊的优势［２ ３］。因此，在我国建立腐败预防和
惩治体系的过程中，必须重视发挥政府审计监督的主导和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
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发展和完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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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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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国家）审计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前审计长刘家义指出政府审计的本质是
国家治理这个大系统中内生的具有预防、揭示和抵御功能的“免疫系统”［４］。

政府审计不仅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学术界也从不同视角对政府审计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取得了丰富的阶段性成果，但是至少还有如下几个理论问题值得深入分析：第一，市场经济改革对我
国政府公职人员滥用职权等腐败行为有何影响？第二，在审计全覆盖情况下，我国政府审计的重点和
力度如何确定？第三，政府公职人员辞职下海后的预期收入对其公共权力使用行为是否具有影响？
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时代，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
意义。

本文基于近年来我国腐败与反腐败的基本现实，综合利用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的有关理论，通过
构建委托代理模型，深入剖析薪酬待遇、离职后预期收益、审计监督和惩罚力度对我国政府公职人员
滥用职权行为的影响机理，然后从成本收益视角探讨我国审计监督最优力度及其影响因素。本文的
主要贡献在于：第一，本文通过将薪酬、寻租收入、离职后的预期收益、审计与惩罚力度等众多因素纳
入同一个理论框架内，揭示了这些外在因素影响政府官员滥用职权行为的机理，揭示了薪酬待遇、审
计监督与惩罚力度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第二，新时期我国提出国家审计全覆盖，但是关于我国政府
审计监督的最优力度问题，国内外鲜有文献深入论及，本文的研究以期能弥补已有文献的不足。

二、文献综述
相对于企业审计，政府审计属于一个比较新的研究领域，国内外相关文献比较有限。国内已有相

关研究可以分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政府审计与国家治理的关系；二是政府审计对政府公职人员责任
履行和公共权力使用行为的影响。前者属于宏观层面的研究，后者属于微观层面的分析。

关于政府审计如何服务国家治理的问题，前审计长刘家义的系列文献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他认
为国家审计是国家治理构造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治理结构中发挥揭示、抵御和预防等“免疫”功
能，推动促进政府的透明、法制、公平、公正，从而改善国家治理［４ ７］。国家审计在国家治理中主要发
挥批判性和建设性两种作用，国家审计是国家治理目标实现的关键因素［８ ９］。从制度供给视角来看，
政治制度的设计与运行、权力制衡和实施等也离不开国家审计［１０］。国家审计监督在控制国家金融系
统风险、维护金融安全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１１］。一些学者认为国家审计通过信息权力和信息的专业
性来降低国家治理过程中的信息风险［１２］。另外，国家审计在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实现对公共权力的
有效约束、防范权力寻租行为的发生等方面都具有关键性作用［１３ １４］。

少数学者实证考察了政府审计对国家治理的影响。郑石桥等构建了国家审计批判性指数、国家
审计建设性指数等四个指数，并利用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的有关数据对中国各个省市的国家审计治理指数
进行了测算和比较［１５］。吴秋生和上官泽明基于８１个不同审计体制、经济发展水平、民主程度国家的
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国家审计对国家治理在政府效能、法治水平和财政预算透明度方面也有
显著的正作用［１６］。宋达等根据中央部门预算执行审计的数据分析表明，预算执行审计诱导了预算违
规，产生这个结果的主要原因是审计处罚力度不够［１７］。刘雷等的实证结果表明，政府审计具有揭示
功能和抵御功能，可以显著地提高地方政府财政安全程度［１８］。

近年来，部分学者利用委托代理理论从微观视角分析了政府审计对政府公职人员公共权力使用
的影响①。根据张维迎的定义，委托代理理论是指由于信息不对称，委托人通过制定激励机制来激励
代理人选择对委托人有利的行动［１９］。在民主政治中，政府官员是国家权力的行使者，他们与公民（政
府）之间存在公共权力的委托代理关系。由于信息不对称与合约不完善等因素的影响，容易导致逆
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当公共权力代理人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滥用公共权力，就产生了腐败［１９ ２０］。

·１１·
①委托代理理论最初主要用来分析公司治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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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志军和谌莹利用委托代理模型分析了转型时期中国地方官员腐败的根源，认为由于地方政府官员
拥有巨大的自由裁量权和资源控制权，而反腐的经费与力度有限，导致了近年来我国地方官员腐败现
象的蔓延［２１］。郑石桥、刘细良等学者认为，公共权力的运行离不开委托代理关系，由于信息不对称，
公共权力在使用过程中必然出现机会主义和腐败行为［２２ ２３］。还有学者从不同视角探讨了我国政府审
计制度存在的缺陷［２４ ２６］。

国外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腐败行为及其预防以及腐败的经济影响等方面。部分学者探讨了政府
官员腐败行为的根源，发现权力过于集中、薪酬待遇过低、缺乏有效的审计监督与惩罚力度等均是导
致腐败的重要原因［２７ ３０］。如何克服官员腐败行为是学者们研究的一个重点，其中最具争议的是“高
薪养廉”问题。一些文献认为薪酬收入与官员的腐败行为具有负相关关系，政府提高行政人员的工
资水平确实可以显著抑制政府官员的腐败行为，对那些工资水平较低的国家来说，这种抑制效应尤为
明显［３１ ３３］。但是，也有一些学者认为政府工资薪酬水平与官员的腐败行为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
关系［３４ ３５］。

另外，腐败行为对经济增长、政府工作效率以及政治与政权的稳定性等方面的社会影响是国外学
者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有些文献从宏观视角考察了政府官员腐败行为的经济成本与收益以及官员
腐败行为对政府支出规模和社会分配的影响［３６ ３７］。有些文献则从微观层面考察腐败对企业经营的影
响：ＳａｌｉｎａｓＪｉｍéｎｅｚ等人以ＯＥＣＤ国家为例，实证考察了政府官员腐败对企业生产效率和生产率的影
响［３８］；Ｓｈａｒｍａ和Ｍｉｔｒａ以印度为例，实证考察了企业行贿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得出行贿对企业的
生产效率具有负面影响，但对企业的出口却具有积极影响［３９］。

少数文献探讨了政府审计监督对官员腐败行为的影响。Ｏｌｋｅｎ以印度尼西亚乡村公路建设为
例，实证考察了政府审计监督对公路建设过程中官员腐败行为的影响［４０］。Ｌｉｕ和Ｌｉｎ利用省级面板
数据实证考察了政府审计对中国地方官员腐败行为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政府审计在一定程度上减
少了地方官员的腐败行为［４１］。Ｓｔｏｎｅ认为政府审计监督机构只有具有较高的独立性才能充分发挥其
抑制腐败行为的职能［４１］。

综上所述，国内外已有相关文献以宏观制度分析和实证考察居多，微观层面的理论与机制分析相
对不足。随着我国市场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政府公职人员面临的国内外经济、政治环境
也不断改变，这些新形势如何影响我国政府官员的公共权力使用行为，目前还鲜有文献深入论及。另
外，在国家审计全覆盖下，我国如何确定国家审计的重点和力度，以节省利用有限的人力、物力，本文
将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分析。

三、理论模型构建
本文基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理论，构建一个委托代理模型，探讨新形势下薪酬、审计与惩罚力

度、权力寻租收入、离职后预期收益等对官员滥用职权行为的影响机理，并从成本收益视角，分析国
家对不同级别官员最优审计力度的决定。本文理论模型之所以考察政府官员的薪酬、寻租收入、离职
后预期收益以及政府审计监督力度等因素，主要依据是上述这些外在因素均会对官员是否滥用职权
行为产生影响。

（一）模型的基本假设
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我国各级政府代表全体公民行使国家管理权。各级政府授权官员管

理政府部门的具体事务，两者构成委托代理关系，其中政府为委托人（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政府官员为代理人
（ａｇｅｎｔ）。假设政府官员的薪酬工资为ｗ。在工资给定的情况下，政府官员有两种行为选择：滥用职权
或者不滥用职权，我们用二元变量ａ来表示，ａ ＝ １代表不滥用职权，ａ ＝ ０代表滥用职权。政府官员滥
用职权带来的非法收入称为寻租收入Ｒ（γ）。考虑到滥用职权的收入往往与官员的权力指数呈正比，
即政府官员的权力越大，其滥用职权带来的非法收入也越多，因此，本文假设Ｒ′（γ）＞ ０。政府官员滥

·２１·



向洪金，等：转型期政府官员滥用职权行为与国家审计监督力度

用职权被发现的概率为ｐ，不被发现的概率为（１ － ｐ）。由于政府对官员审计监督的力度越大，官员寻
租行为被发现的概率也越大，因此，本文也用ｐ来代表政府审计监督的力度。官员滥用职权若被发
现，则将被处罚，假设处罚金为Ｆ。政府官员离开政府部门后可以选择进入企业等非政府部门工作，假
设官员离职后进入非政府部门工作的预期工资收入为Ｈ（γ）。其中的γ代表政府官员的权力指数，γ
越大，官员的权力也越大。我们进一步假定政府官员的权力越大，其辞职“下海”之后的工资收入越
高，即Ｈ′（γ）＞ ０ ①。

基于以上假设，当政府官员不滥用职权时，其确定的收益等于本职工资ｗ；当其滥用职权时，期望
收益为：

ｐ（Ｈ（γ）－ Ｆ）＋ （１ － ｐ）（ｗ ＋ Ｒ（γ）） （１）
（二）政府官员滥用职权行为的外在影响因素分析

不监督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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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官员与政府之间的博弈

本文首先利用一个博弈树模型来说明我国政府与政府官员
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假设政府官员符合“理性人”的假设，即根
据自身利益最大化来选择行为方式。由于官员个人利益和政府
利益往往并不一致，因此，本质上政府与官员之间存在博弈关系，
两者之间的博弈关系如图１所示。

这是一个三阶段动态博弈，政府和官员是两个参与人（行为
主体）。第一阶段，政府对官员进行授权，并制定对官员的激励机
制（即委托代理关系）；第二阶段，当政府决定了官员的薪酬之后，
官员根据自身利益最大化进行两种策略选择：寻租或者不寻租；
第三阶段，政府可以选择监督或者不监督。图１中的黑色实心圈
代表博弈结束，实心圈下面的式子代表不同策略组合下政府官员
的收益②。

我们可以利用逆向归纳法探讨这个博弈的纳什均衡。首先看第三阶段政府的选择，如果政府选择
“不监督”，那么在第二阶段，对官员来说，不论薪酬ｗ多高，由于ｗ ＋ Ｒ（γ）＞ ｗ，官员的最优选择都是
“寻租”，因为这种策略组合下，官员的收益是将ｗ ＋ Ｒ（γ），因此，一个有作为的政府一定会在第三阶
段选择“监督”。在政府选择“监督”情况下，官员在第二阶段通过比较“寻租”和“不寻租”两种选择
下收益的大小来决定其最优选择。假设政府官员是理性的，只有当滥用职权的预期收益大于不滥用职
权的收益时，才会铤而走险滥用职权。因此，政府官员不滥用职权的约束条件为：

ｗ ≥ ｐ（Ｈ（γ）－ Ｆ）＋ （１ － ｐ）（ｗ ＋ Ｒ（γ）） （２）
求解得到：
ｗ ≥ （Ｈ（γ）－ Ｆ）＋ （１ － ｐ）ｐ Ｒ（γ） （３）
在（３）式中，ｗ、Ｆ、ｐ三个变量主要由政府决定，属于政府的决策变量，Ｈ（γ）和Ｒ（γ）取决于市场

经济环境。
（３）式表明，当其他条件给定时，为了防止官员滥用职权，政府需要支付给官员的薪酬必须超过

一定限度。同时，（３）式还表明，当政府官员工资薪酬给定时，政府可以通过加大惩罚力度Ｆ或者提高
监督水平ｐ来防止官员滥用职权。因此，政府可以从三个方面约束官员的腐败行为：一是提高官员的
工资ｗ；二是增加惩罚的力度Ｆ；三是加强审计监督的力度ｐ。三种手段相互补充和配合，不同国家在
不同历史阶段可以有所侧重，有关国家也可以根据本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国情的差异，决定适合本国
国情的反腐手段。例如，对经济发达国家来说，可以通过“高薪养廉”来防止腐败；对于发展中国家来

·３１·

①

②

因为官员的权力越大，其人脉关系往往越广，当其离开政府部门后再就业的机会就越多，收入报酬也越高。
为了模型简单起见，本文没有具体列出政府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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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加强审计监督和惩罚的力度，可能更加可取。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三种手段必须相互配合、缺一不
可。“高薪养廉”的前提是必须有强有力的审计监督和惩罚机制，否则再高的薪酬也无法防止官员的
腐败行为。

结论１：提高官员薪酬、加强审计监督、提高惩罚力度是防止官员腐败行为的三种有效手段，三种
手段必须相互配合和补充，缺一不可。

（３）式还表明，官员滥用职权的非法收益Ｈ（γ）和离职后预期市场工资Ｒ（γ）也对其是否滥用
职权行为具有重要影响。在其他条件不变时，Ｈ（γ）或者Ｒ（γ）的增加均会导致官员滥用职权行为的
发生。改革开放以来，尤其近年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政府掌握的资源越来越多，官员利用
手中的权力获取非法收入的数额也越来越巨大，甚至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另外，政府官员具有人脉
关系和信息优势，其离职后在私人企业等部门广受欢迎，私人企业不惜开高额工资吸引离职政府官
员。这些外在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我国政府官员滥用职权等腐败行为的滋生和繁衍①。考虑到官
员权力寻租的收入Ｒ（γ）与其离职后的市场工资Ｈ（γ）均是权力γ的增函数，因此，级别越高、权力
越大的官员其职务工资报酬也应越高②。

结论２：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政府官员滥用职权的外在因素增加，
政府应该主动改革公职人员职务薪酬制度，提高腐败惩罚力度，加强审计监督，以防患于未然。

（三）政府最优监督力度及其影响因素
在政府审计全覆盖情况下，如何确定政府审计监督的最优力度，这是一个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

义的问题。本文构建的博弈模型可以用来分析这一问题。为此，本文先来分析两种极端情况：第一种
情况，政府可以完全监督官员的行为，或者说政府官员是否滥用职权等信息是完全的，即ｐ ＝ １。在这
种情况下，根据参与约束条件，政府需支付给官员的报酬为（Ｈ（γ）－ Ｆ）。相反，如果对官员的监督完
全不可能，即ｐ ＝ ０。在这种情况下，不论薪酬多少，官员都会滥用职权。因此，审计监督越困难，政府需
要支付给官员的薪酬就越高。我们用一般情况下政府需要支付给官员的最低薪酬减去可完全监督情
况下的薪酬，两者之差代表政府为了让官员工作的“贿赂金”，或者说政府与官员之间委托代理关系
的代理成本：

Δ（ｐ）＝ （Ｈ（γ）－ Ｆ）＋ （１ － ｐ）ｐ Ｒ（γ）－ （Ｈ（γ）－ Ｆ）＝ （１ － ｐ）ｐ Ｒ（γ） （４）
（４）式表明，对官员利用公权的行为监督越困难，政府的委托代理成本就越高，另外，官员权力寻

租的收入越高，政府的委托代理成本也越高。
审计监督可以防止官员滥用职权，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但审计监督须耗费成本。政府提高监督

力度ｐ可以减少官员滥用职权的行为，同时，为了提高审计监督的力度，政府审计监督部门需要投入
更多的人力和物力，从而导致审计监督成本的增加，而且随着审计监督力度加大，监督成本增加的速
度更快。鉴于此，本文假设政府对官员的审计监督成本函数为如下的二次函数：

Ｍ（ｐ）＝ １２ ｐ
２ （５）

显然，Ｍ′（ｐ）＞ ０且Ｍ″ （ｐ）＞ ０。在政府与官员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中，政府委托代理成本包括
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４）式表示的“贿赂金”，这部分成本是由于委托代理关系中信息不对称导致
的，因此属于委托代理成本的一部分；第二部分是政府为了对官员进行审计监督的成本，这部分也是
由于委托代理关系中的信息不对称所导致，也应归于委托代理成本。因此，政府总代理成本等于监督
成本与对官员的“贿赂金”之和：

·４１·

①

②

当然，本文只是分析了政府官员是否滥用职权的外在影响因素。事实上，政府官员是否滥用职权还受到官员自身的法律意识、
思想道德观念等内在因素的影响，但这些不是本文分析的重点。

因此，本文的研究可为我国行政部门职务工资改革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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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Ｃ（ｐ）＝ Ｍ（ｐ）＋ （１ － ｐ）ｐ Ｒ（γ） （６）
政府通过控制监督力度ｐ来实现总代理成本的最小化，代理成本最小化的一阶条件为：
Ｍ′（ｐ）－ １

ｐ２
Ｒ（γ）＝ ０ （７）

其中第一项Ｍ′（ｐ）为政府提高对政府官员监督力度ｐ的边际成本，第二项１
ｐ２
Ｒ（γ）为政府提高

监督力度的边际收益。（７）式表明，当政府边际收益等于监督力度的边际成本时，政府的总代理成本
最低，或者说政府审计监督的收益最大，此时政府的监督力度达到最优。

p* 1 p

p2

图２　 政府最优监督力度的决定

在图２中，横轴为官员滥用职权被发现的概率（即政府监督
的力度）ｐ，纵轴为政府官员的权力指数γ，两条曲线分别为政
府监督的边际收益曲线Ｒ（γ）／ ｐ２和政府监督的边际成本曲线
Ｍ′（ｐ）。其中政府监督的边际收益曲线向下倾斜，这表明随着政
府监督力度的加大，监督的边际收益下降；而政府监督的边际成
本曲线向上倾斜，这表明随着政府监督力度的加大，监督的边际
成本上升。图２可以更加直观地解释政府最优监督力度决定的
内在机理。当政府监督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时，政府审计监
督的收益达到最大。从图２可以看出，在两条曲线的交点处，政
府审计监督的边际收益等于审计监督的边际成本，此时政府审计监督的收益最大化。因此，边际收益
曲线和边际成本曲线的交点决定了官员权力指数γ与政府最优监督力度ｐ的组合。显然，当官员的
权力指数γ上升时，政府审计监督边际收益曲线向右上方平移，与边际成本曲线相交于新的位置较高
的均衡点。这表明，当官员的权力上升时，政府对其审计监督的力度应该增加。

结论３：对政府官员寻租行为监督越困难，政府的委托代理成本也越高，另外，官员寻租收入越
高，政府的委托代理成本也越高；政府对官员的最优监督力度取决于政府监督成本、官员寻租收入以
及官员离职后的社会报酬等因素；当上述因素给定时，随着官员权力的加大，政府对其审计监督的力
度应该增加。

既然政府最优监督力度由政府监督的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所决定，那么，政府监督的边际收益或
边际成本的改变将导致政府最优监督力度的改变。本文首先分析政府监督边际收益（Ｒ（γ）／ ｐ２的改变
如何影响政府的最优监督力度ｐ。由于政府监督的边际收益是官员离职后的市场预期工资Ｒ（γ）的
增函数，因此，当监督力度ｐ保持不变而Ｒ（γ）增加时，政府监督的边际收益增大，从而导致政府监督
的边际收益曲线向右平移（如图２中的虚线所示）。如果政府监督的边际成本曲线不变，则平移后的边
际收益曲线与边际成本曲线相交于一个新的均衡点，从而产生了一个新的最优监督力度，而且，新的
最优监督力度大于原来的最优监督力度。由于代理成本ＡＣ（ｐ）是政府监督力度ｐ的增函数，因此，政
府官员离职后市场工资增加将导致政府的总代理成本增加。

结论４：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政府官员权力寻租收入与离职后市场工资越来越
高，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应该提高对政府官员的监督力度，尽管政府监督的总成本也会随之增加，但政
府监督的社会收益大于监督成本。

从上面的分析还可以得出，由于政府官员离职后的市场工资往往与该官员所在的部门和行业有
很大的关系，比如金融银行部门、能源基建部门的官员离职后进入民营部门的工资相对较高。因此，
对这些部门内政府官员的监督力度也应该相对较大。另外，从图２还可以看出，政府审计监督部门提
高审计监督的效率，降低审计监督的边际成本，将会导致监督的边际成本曲线向左平移，从而可以降
低政府最优审计监督的力度和政府总审计监督成本。

·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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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结论与政策性建议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力领导下，过去几年中国在反腐方面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历史

性成就，逐步消除了党和国家内部存在的隐患，党内政治生态明显好转。然而，我国社会各种腐败现
象并没有得到完全根除，有些腐败现象只是暂时由明腐败转向暗地腐败。习近平主席在十九大报告
中对我国反腐形势作出判断：“新形势下，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
的，复杂的，严峻的。”我国反腐败的历史使命任重而道远，十九大报告还就新时代我国反腐工作提出
新的要求：“以反腐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深化标本兼治”。因此，深入研究新时代国内外社会
经济环境变化对我国政府官员腐败行为的影响，这是一个非常重要而紧迫的课题，是“夺取反腐败斗
争压倒性胜利”的基础与前提。

基于中国市场经济改革不断深化、政府大刀阔斧进行反腐倡廉的现实背景，本文构建了一个委托
代理模型，深入分析了新时期薪酬待遇、监督和惩罚力度、社会经济环境等因素对政府官员公共权力
使用行为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利用成本收益分析方法，探讨了不同级别官员国家审计监督的
最优力度以及最优力度如何随着监督成本和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得到如下主要结论和建议。

（一）主要研究结论
第一，薪酬待遇、审计监督力度、惩罚力度均可以防止官员的寻租行为，三种手段可以相互补充与

配合，“高薪养廉”也需要以审计监督与惩罚机制为前提；考虑到庞大的行政人员群体和社会贫富差
距问题，当前我国并不具备“高薪养廉”的现实条件，加强审计监督和惩罚力度是我国反腐败的现实
选择。第二，由于存在政府审计全覆盖和有限审计监督资源的矛盾，政府审计需要确定重点和最优力
度；政府对官员的最优监督力度取决于政府监督成本、官员的权力大小以及官员离职后的社会报酬等
因素，级别越高的官员最优监督力度也越大。第三，新时代我国政府审计工作应该不断加强，随着我
国经济市场化的深入和政府掌握的资源不断增加，政府官员权力寻租的收入与离职后的预期报酬越
来越高，从而导致政府官员滥用职权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因此，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对政府官员的
审计监督力度不但不能弱化，反而应该不断加强。

（二）政策性建议
根据研究结论，我们提出以下几点政策性建议。
第一，薪酬待遇、审计监督和惩罚三者应该相互配合和补充，加强政府审计监督的力度是我国当

前反腐败的现实选择。在经济转型时期，为了抑制和减少我国政府官员滥用职权的现象，政府应该多
管齐下，一方面进行公职人员薪酬制度改革，既要整体提高公职人员的待遇，又要根据职务的高低，薪
酬与职务挂钩、责任与义务相对应。另一方面，政府应该提高审计监督和惩罚的力度，这样才能让那
些想滥用职权的官员有所畏惧。薪酬待遇、审计监督和惩罚三者应该相互配合和补充，提高官员薪酬
待遇可以有效抑制权力寻租行为，但前提是有效的审计监督，而审计监督要想发挥作用，又离不开审
计结果的执行和惩罚的力度与强度。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我国行政官员数量众多，“高薪养廉”
不仅会大幅增加财政负担，而且会加剧我国社会各阶层收入差距，因此，当前我国还不具备“高薪养
廉”的社会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加强政府审计监督的力度是我国当前反腐败的现实选择。

第二，国家审计全覆盖是当前我国反腐倡廉的必然需要，但应把握重点，实现有限审计资源的社
会效益最大化。十九大报告为未来一段时期我国政府审计监督工作指明了方向和目标：坚持反腐败
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定不移“打虎”“拍蝇”“猎狐”，不敢腐的目标初步实现，不能腐的笼子越
扎越牢，不想腐的堤坝正在构筑，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并巩固发展。审计监督能够提高政
府部门运营的效率，促进我国经济健康发展，但是，审计监督也需要相当的社会成本。在审计监督的
财力、人力有限的情况下，应该根据经济社会环境确定国家审计监督的最优力度，做到既能有效预防、
威慑滥用职权行为的发生，又能为国家节省审计成本，使得审计监督成本与收益之间相互平衡。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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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审计监督的全覆盖并不是全面着力、不分重点，国家审计监督应该分行业、分职务有所侧重。
第三，审计监督部门的职能应该与时俱进。本文研究表明，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政府

掌握的资源不断增加，官员利用公共权力寻租的动力也不断增加，因此，国家审计监督也应与时俱进，
在监督力度、监督重点、监督方法等方面进行改进。除此之外，近年来我国政府公职人员尤其是官员
离职经商的现象不断出现，离职经商的预期报酬也会对公职人员的滥用职权行为产生影响，审计监督
部门应该未雨绸缪，制定应对策略。事实上，近年来政府公职人员尤其是政府官员离职再从业现象已
经引起了我国政府部门的高度关注。２０１７年１０月，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工商
行政管理总局、国家公务员局联合印发了《关于规范公务员辞去公职后从业行为的意见》，对公务员
辞职后再从业的行业和时间进行了规范。

参考文献：
［１］习近平．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Ｍ］．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２０１５．
［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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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王家新，晏维龙，等．《关于完善审计制度若干重大问题的框架意见》学习笔谈纪要［Ｊ］． 审计与经济研究，２０１６（１）：３ １７．
［４］刘家义． 论国家治理与国家审计［Ｊ］． 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２（６）：６０ ７２．

［５］刘家义．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推动审计工作全面发展［Ｊ］． 审计研究，２００８（３）：３ ９．
［６］刘家义． 深入学习贯彻审计法实施条例，充分发挥审计免疫系统功能［Ｊ］． 审计研究，２０１０（３）：３ ４．
［７］刘家义． 紧紧围绕主题主线切实履行审计职责为经济社会科学发展做出积极贡献———在全国审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Ｊ］．审计研
究，２００８（３）：３ ９．

［８］郑石桥． 政府审计对公共权力的制约与监督：基于信息经济学的理论框架［Ｊ］． 审计与经济研究，２０１４（０１）：１１ １８．
［９］王会金． 协同审计：政府审计服务国家治理的新方式［Ｊ］． 中国审计评论，２０１４（１）：１６ ２９．
［１０］廖义刚，陈汉文． 国家治理与国家审计：基于国家建构理论的分析［Ｊ］． 审计研究，２０１２（２）：９ １３．

［１１］蔡利，何雨，王瑜． 连续审计在政府审计维护金融安全中的运用研究———基于系统性风险监控的视角［Ｊ］． 审计研究，２０１３（６）：
４５ ５１．

［１２］张立民，崔雯雯． 国家审计推动完善国家治理的路径研究———基于国家审计信息属性的分析［Ｊ］． 审计与经济研究，２０１４（３）：
１３ ２２．

［１３］彭华彰，刘晓靖，黄波． 国家审计推进腐败治理的路径研究［Ｊ］．审计研究，２０１３（４）：６３ ６８．
［１４］晏维龙． 国家审计理论的几个基本问题研究———基于多学科的视角［Ｊ］． 审计与经济研究，２０１５（１）：３ １６．
［１５］郑石桥，徐孝轩，宋皓杰． 国家审计治理指数研究［Ｊ］．南京审计学院学报，２０１４（１）：８９ ９６．
［１６］吴秋生，上官泽明． 国家审计本质特征、审计结果公告能力与国家治理能力———基于８１个国家的经验数据［Ｊ］． 审计与经济研

究，２０１６ （２）：１４ ２２．

［１７］宋达，郑石桥． 政府审计对预算违规的作用：抑制还是诱导？———基于中央部门预算执行审计数据的实证研究［Ｊ］． 审计与经济
研究，２０１４（６）：１４ ２２．

［１８］刘雷，崔云，张筱． 政府审计维护财政安全的实证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Ｊ］． 审计研究，２０１４（１）：３５ ４２．
［１９］张维迎． 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Ｍ］． 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１２．
［２０］郑利平． 腐败成因的经济理性与预期效用的论析［Ｊ］． 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１（１）：４７ ５９．
［２１］蒋嵘涛，黄玲． 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官员腐败分析［Ｊ］． 金融经济，２０１１ （４）：１０２ １０３．

［２２］唐志军，谌莹． 转型期中国地方政府官员的腐败问题研究———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视角［Ｊ］． 社会科学论坛，２０１２（５）：
１９４ ２０６．

［２３］郑石桥． 政府审计对公共权力的制约与监督：基于信息经济学的理论框架［Ｊ］． 审计与经济研究，２０１４（６）：１４ ２２．
［２４］李永臣，寇淑萍． 我国政府审计存在的问题、原因及制度对策［Ｊ］． 石家庄经济学院学报，１９９８（１）：８８ ９１．
［２５］尹平． 现行国家审计体制的利弊权衡与改革决择［Ｊ］． 审计研究，２００１ （４）：４３ ４６．
［２６］杨标． 国家审计监督存在的缺陷［Ｊ］． 经济师，２００５（３）：２７ ３３．
［２７］Ｔｒｅｉｓｍａｎ Ｄ． Ｔｈｅ ｃａｕｓｅｓ ｏｆ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ａ ｃｒｏｓ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００，７６（３）：３９９ ４５７．

［２８］Ｓｏｓａ Ｌ Ａ． Ｗ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 ｏｆ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Ｊ］．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０４，８（４）：５９７ ６０５．
［２９］Ｐｅｌｌｅｇｒｉｎｉ Ｌ，Ｇｅｒｌａｇｈ Ｒ． Ｃａｕｓｅｓ ｏｆ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ａ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ｃｒｏｓｓｃｏｕｎｔｒｙ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ａｎｄ ｅｘｔｅｎｄｅｄ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Ｊ］．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２００８，９（３）：２４５ ２６３．

·７１·



2018年第2期

［３０］Ｇｏｅｌ Ｒ Ｋ，Ｎｅｌｓｏｎ Ｍ Ａ． Ｃａｕｓｅｓ ｏｆ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ｈｉｓｔｏｒｙ，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ｃｙ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２０１０，３２（４）：
４３３ ４４７．

［３１］Ｂｅｃｋｅｒ Ｇ，Ｓｔｉｇｌｅｒ Ｇ． Ｌａｗ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ｍａｌｆｅａｓ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ｎｆｏｒｃｅｒｓ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ｅｇ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１９７４，３（１）：
１ １９．

［３２］Ｓｖｅｎｓｓｏｎ Ｊ． Ｅｉｇｈｔ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ａｂｏｕｔ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２００５，１９（３）：１９ ４２．
［３３］Ａｎ Ｗ，Ｋｗｅｏｎ Ｙ． Ｄｏ ｈｉｇｈｅｒ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ｗａｇｅｓ ｉｎｄｕｃｅ ｌｅｓｓ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ｃｒｏｓｓｃｏｕｎｔｒｙ ｐａｎｅ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ｃｙ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２０１７，３９：８０９ ８２６．

［３４］Ｔｅｌｌａ Ｒ，Ｓｃｈａｒｇｒｏｄｓｋｙ Ｅ．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ｗ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ａｕｄｉｔｉｎｇ ｄｕｒｉｎｇ ａ ｃｒａｃｋｄｏｗｎ ｏｎ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ｃｉｔｙ ｏｆ Ｂｕｅｎｏｓ Ａｉｒｅ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ａｗ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０３，４６（１）：２６９ ２９２．

［３５］Ｇｏｎｇ Ｔ，Ｗｕ Ｍ Ａ． Ｄｏｅ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ｃｉｖｉ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ａｙ ｄｅｔｅｒ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Ｊ］．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ｅｒｓｏｎｎｅｌ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２，３２（２），
１９２ ２０４．

［３６］Ｈｕ Ａ，Ｇｕｏ 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ｓｔ ａｎｄ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ｏｆ ｃｉｖｉｌ ｓｅｒｖａｎｔｓ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Ｊ］．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２００２，４：３３ ４１．

［３７］Ｌｉｕ Ｃ，Ｍｉｋｅｓｅｌｌ Ｊ Ｌ．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ｓｉｚｅ ａｎｄ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Ｕ． Ｓ． ｓｔａｔｅ ｓｐｅｎｄｉｎｇ ［Ｊ］．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
ｔｉｏｎ 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１４，７４（３）：３４６ ３５９．

［３８］ＳａｌｉｎａｓＪｉｍéｎｅｚ Ｍ Ｍ，ＳａｌｉｎａｓＪｉｍéｎｅｚ Ｊ．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ＯＥＣＤ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ｃｙ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２００７，２９（２）：９０３ ９１５．

［３９］Ｓｈａｒｍａ Ｃ，Ｍｉｔｒａ Ａ．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ｆｉｒｍ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Ｉｎｄｉａｎ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ｃｙ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２０１５，３７（５）：８３５ ８５１．

［４０］Ｏｌｋｅｎ Ｂ Ａ．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ａ ｆｉｅｌｄ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ｉｎ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２００７，１１５（２），２００ ２４９．
［４１］Ｌｉｕ Ｊ，Ｌｉｎ Ｂ．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ｕｄｉ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ｓ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ｐａｎｅｌ ｄａｔａ［Ｊ］． Ｃｈｉｎ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２，５（１）：１６３ １８６．
［４２］Ｓｔｏｎｅ Ｓ．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ａｎ ａｎｔｉ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ａｇｅｎｃｙ ｉｎ ａ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ａｒｙ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Ｊ］．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１５，３６ （２）：

１５７ １７５．

［责任编辑：刘　 茜］

Ｔｈｅ Ａｂｕｓｅ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ｕｄｉｔ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Ｐｅｒｉｏｄ：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Ａｇｅｎｔ Ｔｈｅｏｒｙ

ＸＩＡＮＧ Ｈｏｎｇｊｉｎ１，ＺＨＵ Ｃｈｅｎｚｈｉ２，ＸＵ Ｐｅｎｇｊｉｅ３
（１．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ｕｄｉｔ，Ｎａｎｊｉｎｇ Ａｕｄｉ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ｎｊｉｎｇ ２１１８１５，Ｃｈｉｎａ；
２．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Ｎａｎｊｉｎｇ Ａｕｄｉ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ｎｊｉｎｇ ２１１８１５，Ｃｈｉｎａ；

３．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Ｌｉａｏｃｈｅ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Ｌｉａｏｃｈｅｎｇ ２５２０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ｍａｒｋｅｔ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ｇａｍ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ｆｉｒｓｔ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ｓ ａ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ａｇ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 ｔｏ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ｆ ｒｅｍｕ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ｐｕｎｉｓｈ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ｕｄｉｔ ｏｎ ｔｈｅ
ａｂｕｓｅｓ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 Ｔｈｅｎ，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ｈｏｗ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 ｒｅｎｔｓｅｅｋｉｎｇ ｉｎｃｏｍｅ ａｎｄ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ｒｅｔｕｒｎ ｏｆ ａｆｔｅｒｒｅｓｉｇｎ
ｏｎ ｔｈｅ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ｕｄｉ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ｂｙ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ｓｔｂｅｎｅｆｉｔ ｍｅｔｈｏｄ．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ｓ：Ｆｉｒｓｔｌｙ，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ｒｅｍｕ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ｐｕｎｉｓｈｍｅｎｔ，ａｕｄｉｔ ａｎｄ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ｒｅｎｔｓｅｅｋｉｎｇ ｉｎｃｏｍｅ ａｎｄ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ｅａｒｎｉｎｇｓ ａｆｔｅｒ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ａｌｌ ａｆｆｅｃｔ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 ａｂｕｓｅ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ｗｅｒ． Ｓｅｃｏｎｄｌｙ，ｔｈｅ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ａｕｄｉｔ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ｏｆ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ｄｅｐｅｎｄｓ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ｓｔ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ｔｈｅ ｇｒａｄｅ ｏｆ ｔｈｅ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ｗ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ｕｄｉｔ；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ａｇ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ｐｏｗｅｒ ｒｅｎｔ ｓｅｅｋｉｎｇ；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ｕ
ｄｉｔ；ｓｔａｔ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ａｕｄｉｔ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８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