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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审计结果公告制度具有坚实的法律基础。1994年
通过的《审计法》第 36条规定：“审计机关可以向政府有关部
门通报或者向社会公布审计结果”；审计署分别于 2001年和
2002年颁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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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审计署审计结果公告办理规定》则对

政府审计结果公告的内容、程序及方式等作出了规定。

2004年审计署加大审计结果公开力度，对外公布了中央
11个部门和 3项专项资金的审计结果。我国政府审计结果公
告的内外部环境逐步形成，审计结果向社会公众公开已是必

然趋势。审计署于 2003年 7月发布的《2003 至 2007 年审计
工作发展规划》提出：“推行审计结果公告制度，充分发挥社会

的舆论监督作用；改进现行审计报告的形式和内容要求，建立

适合于对外公告的审计公告制度；积极实行审计结果公告，逐

步规范公告的形式、内容和程序，到 2007年，力争做到除涉及
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及其他不宜对外披露的内容外，所有审计

和专项审计调查项目的结果全部对社会公告。”这表明了审计

署大力推行审计公告制度的决心。此后，各级地方审计机关根

据《2003至 2007年审计工作发展规划》并结合当地实际情
况，积极、稳步地启动了政府审计结果公告制度，并相继出台

了符合多方实际、可行的审计结果公告办法，而且审计结果的

公布比例逐步提高。

审计公告制度使得审计结果透明化，暴露了被审计单位

的问题，加大了审计监管的力度，成为促进违规机构不断进行

自我改正、提升审计能力的有效手段，成为民众了解我国财政

资金的使用情况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 2003 ~ 2009年的经验
数据，从纵向的历史角度和横向的截面角度分析审计公告制

度的特征和变化趋势。2003 ~ 2009年审计结果公告数分别为
1、8、4、5、6、10、13，由此可见审计力度在逐渐加强。
一、国务院相关部门审计的发展

从 2003年首次发布审计公报至 2009年，审计署对国务
院相关部门的财政收支情况进行了审计。

我们首先从被审计的国务院相关部门的数量变化来分析

我国国家审计的发展情况。2003 年只发布一个审计结果公
告，是关于非典型肺炎专项资金和社会捐赠款物审计结果的

公报，没有国务院相关部门审计结果的公报。2004年第 5、6、7
号审计结果公告反映了对国务院相关部门财政收支情况的审

计结果，所审计的国务院相关部门共 9个，具体包括国家林业
局、海关总署、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土资源部、国家

测绘局、人事部、铁道部、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中国外文

出版发行事业局，审计内容主要是各部门的预算执行情况。

2005 ~ 2009年均公布一个审计结果公报来反映对国务院相关
部门预算执行情况的审计结果，分别涉及 32、42、49、49、54个
部门。被审计的国务院相关部门从 2004 年的 9 个骤增至
2005年的 32个；2006年在 2005年的基础上新增 10个，增至
42个部门；2007年和 2008年均为 49个；2009年则在 2008年
的基础上再增加 5个，增至 54个部门。对于国务院相关部门
的审计，有些部门基本是一年一审，这说明其重要性，如教育

部，其自 2005年开始被列为审计对象。对于有些部门，则是有
选择性地进行审计，如海关总署，2004年首次被审计，2006年
和 2007年两年连续被审计，但 2008年和 2009年均未被列入
审计名单；又如外交部，2005年首次进入审计结果公报行列，
又分别于2007年和 2009年再次进入审计结果公报行列；再
如国家物资储备局，2005年被审计后，直到 2009年才再次进
入审计结果公告行列。

2009年的一个突出现象就是，审计署发布的 54个中央
部门的 2008年预算执行情况的审计结果公告中，被披露的部
门中首次有了审计署自己的名字。审计署开始进行自我审计，

除了对审计署办公厅 2008年度预算执行情况和其他财政收
支情况进行了审计，还抽审了 4个所属单位。而且，审计结果
公报中不但省略了正面、肯定的描述，在简单地说明审计署的

预算执行符合国家各项法规政策后就进入问题环节，并审计

出自己存在以下问题：预算未细化到具体项目和单位；审计外

勤经费支出 115万元，弥补部分直属事业单位公用经费；所属
信息化建设办公室采购不规范金额 41.58万元；4个所属单位
占用项目经费 785.16万元；所属 16个特派办未按“收支两条
线”规定进行专户资金管理。

同时，2009年审计署审计的部门有 54个，而在 2008年
最多也只有 49个。更具典型意义的是，中央外宣办、中央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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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基于 2003 ~ 2009年的经验数据，从纵向的历史角度和横向的截面角度对审计署发布的审计结果公告的
特征和变化趋势进行了分析，以完善我国审计结果公告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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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工委、中直管理局等中央直属机构也在被审计之列，问题

也显得比较突出，这是我国首次公开披露对部分中央直属机

构的预算执行情况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进行审计的结果。而

对于这次审计发现的问题，中央外宣办、中央国家机关工委、

中直管理局等中央直属机构给予高度重视，均及时进行了整

改，对于审计署自己被审计出的问题也有相应的整改举措。

二、国有金融机构审计的发展

对国有金融机构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结果进行公告，始

于 2004年第 6号审计结果公告。这一审计结果公报反映了国
土资源部、国家测绘局 2003年度预算执行审计结果以及中国
工商银行 2002年度资产负债损益审计结果。这一年的审计结
果公报呈现出几个特点：第一，中国工商银行资产负债损益审

计结果并未单独列示，而是与其他国务院相关部门的预算执

行审计结果一起列示的；第二，审计结果反映的是中国工商银

行 2002年度的资产、负债、损益情况；第三，2004年仅审计了
中国工商银行这一家银行。

2005年未公布银行的审计结果。2006年第 4号（总第 16
号）审计结果公告反映了中国农业银行 2004年度资产负债损
益审计结果，这是继中国工商银行之后的第二家被审计的金

融机构。2007年第 5号审计结果公告反映了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05年度资产、负债、损益审计结果，这一年新增了三家银
行。2008年第 8号审计结果公告反映了国家开发银行、中国
农业银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中国人保控股公

司、原中国再保险公司 2006年度资产、负债、损益审计结果，
被审计的金融机构扩大至 5家，除了 2006年已经审计过的中
国农业银行，还有两家银行和两家保险公司。

历年国有金融机构审计呈现出以下特点：第一，所审计的

金融机构的数量在增多，接受审计的金融机构的性质发生了

变化，不但包括五家股份制国有商业银行，还包括其他商业银

行；不但包括银行，还包括保险公司。第二，主要是对资产、负

债、损益情况进行审计，尚未进行信贷投向等涉及资金安全项

目的审计。第三，所审计的资产、负债、损益情况都是隔年的，

这与审计所需要的会计资料及相关经济资料等准备程序的复

杂程度有关，但也说明了审计结果的及时性有待进一步提高。

三、专项审计的发展

专项资金审计结果反映了社会关注的问题。

2003年第 1号审计结果公告披露了对非典专项资金、社
会捐赠款物的筹集分配和管理使用情况的审计结果。

2004年第 1 ~ 3 号审计结果公告分别披露了对 17 个省
（市、区）的 50个县（市、区）的基础教育经费投入及管理使用
情况、50个县（西部 17个县、中部 24个县、东部 9个县）的财
政支农资金使用情况、28个省（市、区）的 526个使用国债资
金的城市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情况的审计结果。

2005年第 1 ~2号审计结果公告分别披露了对云南大姚
“7.21”、“10.16”地震救灾资金的接收和安排情况以及杭州、南

京、珠海、廊坊四市高教园区开发建设情况的审计结果。

2006年第 2 ~3号审计结果公告分别披露了对青藏铁路
环境保护资金使用情况、实施印度洋海啸对外紧急救灾援助

的情况、2002 至 2004 年西部地区天然草原退牧还草项目、
2 140个县乡公路改造项目和 1 500个通达工程项目的审计
结果，第 6号审计结果公告披露了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管理情
况的审计结果。

2007年分别公布了三峡库区移民资金、34个高等级公路
项目建设管理及投资效益情况、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资金、三

峡水利枢纽工程等专项资金审计结果。2008年公布了 117个
国外贷援款项目、汶川地震抗震救灾资金物资、54个县农村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及使用管理情况、50个县中央支农专项资
金等审计结果。

2009年公布了 104个国外贷援款项目、审计署关于中央
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政策措施贯彻落实情况、渤海水污染

防治、41户中央企业节能减排情况、554座病险水库除险加固
工程、北京奥运会财务收支和奥运场馆建设项目、16省区市
国税部门税收征管情况、金沙江溪洛渡水电站工程、汶川地震

灾后恢复重建跟踪审计等专项资金审计结果。

这些都与当年社会事件和国家重大政策有关，对这些项

目的财政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审计并及时公布审计结果，符合

社会的要求。

四、中央预算执行情况审计的发展

2006年第 员号审计结果公告反映了 2004年度中央预算
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的纠正结果，2008年第 1
号审计结果公告反映了 2006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
收支审计查出问题的纠正结果，2009年第 1号审计结果公告
反映了 2007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
题的纠正情况和整改结果。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

计结果公报具有以下特点：第一，从 2006年开始发布审计结
果公告起（2007年没有公布），2008年和 2009年都以第 1号
审计结果公告的位置进行了公布；第二，2006 年、2008 年、
2009年公布的都是对两年前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
情况的审计结果。

五、结论

在现有审计体制下，我们必须在现行法律框架内对审计

公告制度进行完善，即注重研究审计公告制度初级阶段的特

征和问题与实施效果的关系，稳步推进审计公告制度的建立

工作；充分认识和研究审计公告制度存在的阶段性问题，以有

利于审计机关更好地履行法律赋予的职责，有利于对审计风

险进行控制，更有利于审计公告制度社会效果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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