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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财政审计在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的职能作用
程 瑶1，2

（1.中国社会科学院 财经战略研究院，北京，100028；2.南京审计大学 经济学院，江苏 南京，211815）
［摘要］为了将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发挥审计监督职能作用”落到实处，必须加强财政审计监督。财政审计监督要坚

持“党的统一领导”，做到“全面覆盖、权威高效”，完善财政权力配置和运行制约机制，使财政公权力的运行更有助于实现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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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坚持和完善国家监督体系，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

监督”，并强调要“发挥审计监督的职能作用”。财政审计是国家审计的永恒主题，它既是推进财政治理现代化的

重要手段，又是国家监督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更好发挥财政审计监督在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的职能作

用，需要解决好“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具体落实什么”三个问题。

一、坚持和巩固的根本点

充分发挥财政审计监督的职能作用，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并按照新时代审计监督的要求，做到全面覆盖、权

威高效。

（一）党的领导是根本保证

必须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在大国理财、大党施政的背景下，必须

有一个具有高度权威的党中央统筹全国财政审计工作。通过组建中央审计委员会，进一步强化从审计署、特派

办到地方审计机关的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审计监督体系，提高财政审计的独立性，增强财政审计监督的合力，

确保政令畅通、权威高效。

必须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审计机关作为专门的综合性经济监督机构，以严肃党内财经纪律、促进国

家重大政策贯彻落实为首要任务，是“实现党内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重要制度保障”。财

政审计必须牢牢把握党的决策意图，围绕“推动国家重大决策部署和有关政策措施的贯彻落实，以更好地服务改

革发展、维护经济秩序、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二）覆盖全面是根本要求

审计内容上，基于“三资两责”审计，消除审计盲区。审计全覆盖要求财政审计对象覆盖到“全口径”预算下

的公共资金，拓展到涵盖国有资产、国有资源在内的所有政府性资产管理、分配、使用的全过程及相关党政主要

领导干部履职尽责情况，实现从资金到资产、从决策对象（物）到决策主体（人）、从有形财务到无形财务、从财政

权力运行到干部权力运行的全面覆盖，消除审计盲区，监督不留死角。

问责机制上，实现党政同责、同责同审，推进审计发现问题整改。对党政“一把手”进行经济责任审计，把审

计结果及整改情况与领导干部的考核、任免、奖惩评价机制挂钩，既是更好地以“人的全覆盖”推动实现公共资

金、国有资产和国有资源等“物的全覆盖”，也是强化党内监督的重要体现，有助于消除屡审屡犯，真正做到标本

兼治。

组织方式上，加强审计资源统筹整合，为全覆盖提供支撑。按照新《预算法》和《关于完善审计制度若干重大

问题的框架意见》的要求，加强审计“两统筹”，努力做到“一审多项”“一审多果”“一果多用”。通过“三资两责”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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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实现财政审计对象的“有形覆盖”，通过重构政府会计制度进一步实现财政审计对象的“量化覆盖”，通过健全

政府财务报告审计和公开制度倒逼公共信息公开与基于公共信息的决策过程，最终上升为促进提质增效的“有

效覆盖”。

（三）合规绩效是根本目标

一方面要完善合规性审计，保证财政财务收支的方向性和合法性。财政有天然的“公共性”。财政审计要以

监督公共资金、公共资源的分配、使用、管理及财政公权力的使用是否以实现党的意图及改革目标的政治方向为

前提。要以《预算法》为基本依据，按照“无预算不支出，谁支出谁负责”的原则，主要检查财政资金运动、国有资

产运营及其他财务收支过程中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情况以及国家重大政策措施和宏观调控部署贯彻执行情况。

另一方面要加强绩效审计，提高财政财务收支的目标性和节约性。强化预算编审时的绩效目标导向，按整

体绩效、政策绩效及项目绩效进行分解设置。收入目标重点关注结构、征收标准与效率、优惠政策实施效果；支

出目标重点关注各类预算资金配置和使用效益，涵盖政府投资基金、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政府购买服

务、政府债务等项目。按照“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的原则，提高行政事业单位的经费支出、国家投资建设项

目、其他各种专项公共资金的使用效率。

二、完善财政权力配置和运行制约机制

财政审计作为公共资金的守护者，要“完善权力配置和运行制约机制”，使得财政公权力的运行更加契合依

法治国理念，更有助于实现“两个一百年”中国梦的奋斗目标。

（一）对接全面依法治国理念

坚持权责法定，助推财政制度法制化建设。财政审计具有规范财政管理和监督权力运行的双重性，应依据

《审计法》《预算法》《会计法》等法律法规依法规范财政权力配置，严格岗位职责权限，通过审计监督提升机关的

政策执行力，督促制度落实，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各项决策部署能够贯彻落实到位。

坚持权责透明，完善政府财报审计和公开制度。建立健全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审计和公开机制，是对收付实

现制为基础的预决算报告审计的补充和完善。通过审计结果公开，倒逼决策公开、执行公开、管理公开、服务公

开，让暗箱操作失去空间，让财政公权力的运行受到监督。

坚持权责统一，盯紧财政权力运行各个环节。充分发挥国家审计监督的制度优势，凡“涉及管理、分配、使用

公共资金、国有资产、国有资源的部门、单位和个人”都应纳入审计监督链条，完善“发现问题、纠正偏差、精准问

责有效机制，压减权力设租寻租空间”。

（二）服务“两个一百年”中国梦的奋斗目标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审计监督从“经济监

督”被提升到“权力运行监督体系”的高度来论述，财政也由经济范畴上升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财

政审计作为监督财政权力运行的最有效方式，必然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可或缺的重要

机制。

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政府职能转变，财政审计的理念也在不断创新，持续关注教育、医疗、社保、就

业、科技、文化、保障性安居工程、救灾等方面民生政策措施的制定、执行与落实、资金使用和项目管理等。新时

代财政审计监督要加大扶贫资金统筹整合使用情况的审计力度，促进真脱贫、脱真贫；将党政领导干部履行经济

责任相关管理、决策活动的生态环境效益纳入审计关注范围，推进环境民生改善。

三、亟待解决的主要问题

（一）加速整改近三年预决算审计报告发现问题

一是预算编制执行不规范问题。一些部门预算编制缺乏科学的量化、细化标准，预算安排、债务资金筹集与

项目进度衔接度不够，预算调整随意性大，导致预算编制不够完整、支出边界不清、资金结余沉淀、项目末期突击

花钱等问题。二是财政转移支付效率不高问题。一般性转移支付中指定用途资金占比仍较高；同类转移支付在

相关部委司局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重叠交叉安排问题；部分转移支付管理办法不完善或执行不严格，存在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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