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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上，无异于债权人要求加快资金的周转速度,从而加快资本

的增值速度。这时对于债券购买者而言，只不过是将资金用于

购买债券，针对债券发行企业的风险而提出的特殊要求。对于

债券发行企业而言，相对于一年付息一次的债券，这种债券的

风险较大，为了给债权人补偿，才采用付息期短于一年，一年

多次付息的方式。债券的估价是上述资本增值计算的逆运算

即折现。很明显，利息按付息期折现，作为计算利息的面值（本

金）理所当然应按相同的期限折现。的确，在一年多次付息即

付息期短于一年且市场利率不变的情况下，利息的现值会增

加，但本金的现值将随计息期的增加而降低，两者的共同作用

使债券价值在市场利率高于票面利率的情况下，债券付息期

越短，债券价值越低，在市场利率低于票面利率的情况下，债

券付息期越长，债券价值越高。

因此，笔者认为，《对折价发行债券估价模型的质疑》一文

中所做的现行债券估价模型“按债券付息期人为地割裂到期

本金折现所经历的时间期数，变相地提高实际折现率的做法

是错误的”的结论是错误的。由此提出的“只有将到期本金以

年必要报酬率为标准予以折现”的解决办法由于缺乏理论根

据，也是站不住脚的。另外，从严格的意义上说，也并不存在文

中所提及的专门的“折价发行债券估价模型”。

三、一年计息一次与一年计息多次的实际利率不同

任汝娟同志在《平息债券估价模型再修订》一文中认为，

“若当年内复利多次（m次），市场利率（i）作为实际利率并没

有发生变化”。这显然是错误的，其存在的主要问题恰恰是该

文中所提到的“主要是要明确市场利率的内涵”。根据货币时

间价值理论，一年计息一次与一年计息多次，实际利率是不同

的。当每年复利次数超过一次时，这样的年利率叫做名义利

率，而每年只复利一次的利率才是实际利率。当一年内复利多

次时，市场利率作为实际利率i 越（1+r/m） 原1，而不是i越（1+

r） 原1。如名义利率则越员园豫，每年只复利一次时，年实际利率

蚤越员园豫，若每年复利两次时，年实际利率蚤越（1+员园豫/圆） 原1越

员园.圆缘豫，每年复利四次时，年实际利率蚤越（1+员园豫/4） 原1越

员0.38豫，依此类推。所以,《平息债券估价模型再修订》一文中

提出的修订模型对债券利息和本金（到期价值）贴现时所运用

的贴现率都是不正确的。

随着资本市场的不断规范和完善，发行债券这样一种筹

资方式将为越来越多的企业所采用。债券价值是债券发行者

和购买者都十分关注的问题。因此，根据各种债券所面临的不

同风险，合理确定债券面值、票面利率、付息期、市场利率等这

些直接影响债券价值的要素无疑是至关重要的，但在这些要

素确定之后，正确运用债券估价模型同样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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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医院开展的基建项目竣工决算审计主要是核定工程

投资，审计发现的问题多是虚计工程量、高套定额、不按规定

取费等。这种事后审计的做法难以有效控制和解决工程前期

决策和施工过程中存在的诸多管理问题。

所谓基建项目跟踪审计，是指对建设项目从正式立项到

竣工决算的全部建设过程进行审计。其目的是防止舞弊，提高

质量，降低造价，规避风险。开展基建项目审计工作，应该对工

程项目立项、审批直至竣工验收的全过程，以及对施工单位资

质、经济合同的履行、施工质量、物资采购的质量与价格、设计

变更等控制过程及重要环节进行全面跟踪审计，使基建投资

审计由事后审计向事前审计、事中审计拓展，增强审计工作的

实效性。笔者结合实践经验，对医院改扩建项目开展全过程跟

踪审计谈点体会。

一、跟踪审计的职能及两种不良倾向

跟踪审计的职能有三个：一是工程造价鉴证，即核实工程

造价，作为施工承包方和建设单位之间结算的依据；二是监

督与评价，即对工程管理活动中参建主体受托责任的履行情

况进行监督和评价，并向建设单位报告；三是提供咨询和建

议，提高工程管理的效率和效益。在现实工作中，跟踪审计存

在两种不良倾向：

【摘要】本文阐述了跟踪审计的概念和职能，分析了实施跟踪审计过程中易出现的两种不良倾向，并结合实践经验，论

述了跟踪审计的实施模式和组织模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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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跟踪审计往往只重视核实工程造价，而忽视其他两项

职能的发挥。只重视工程造价鉴证职能是因为：首先，跟踪审

计是从工程结算审计发展而来的，对工程造价的核实是其核

心职能；其次，工程造价审减额是造价咨询机构服务收费的主

要依据；最后，造价审核作为一项鉴证业务，直接关系到建设

单位和施工承包单位的经济利益，如果做得不好可能会招致

诉讼。而另两项职能往往没有硬性规定，与造价咨询机构的服

务收费也没有直接关系。同时，由于种种原因，建设单位对其

管理工作中的弊端往往视而不见，对合理化建议也不一定采

纳，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跟踪审计人员的积极性。

2. 职能定位上的偏差。在跟踪审计模式下，审计实际上

成为建设管理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使审计中发现的问题能及

时反馈到工程管理过程中而得到解决。在跟踪审计过程中，有

的审计人员时常偏离监督和咨询的定位，而侵入管理的职能

范围。这既是因审计人员为建设单位认真“把关”而忽视了工

作程序所致，也有其他参建主体工作不到位的原因。

上述两种不良倾向不仅影响了跟踪审计目标体系的完

整，而且违背了跟踪审计建立权力制衡机制的初衷，混淆了管

理责任和监督责任。

二、跟踪审计的实施模式

工程建设项目一般要经历投资决策、设计、招标投标、施

工、竣工结算等阶段。从目前跟踪审计的实践来看，绝大多数

建设单位是在施工阶段才聘请跟踪审计单位介入。这一方面

是因为建设单位对跟踪审计的认识不到位，认为跟踪审计只

是防止施工单位高估冒算，却没有认识到其他几个阶段对工

程造价的影响更大。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跟踪审计单位和人员

的能力不足。在工程投资决策、设计和招标投标阶段，跟踪审

计主要发挥的是评价和建议功能，如果他们不能给建设单位

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建设单位在施工阶段才聘请跟踪

审计单位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但从跟踪审计的目标和职能定位来看，从工程的投资决

策阶段开始，跟踪审计人员就应该介入。其现实意义表现如

下：譹訛节约投资、降低工程造价是跟踪审计的重要目标之一，

从众多统计数据来看，工程投资决策阶段和工程设计阶段对

工程造价的影响程度可达约 70豫以上，此时也最容易降低造

价。譺訛一般来说，一个单位或组织只是在特定的发展阶段才会

有较大规模的基建工程，这样就存在一个较为突出的矛盾，即

很多建设单位在开始大兴土木时往往缺乏相应的管理经验，

而当积累了一定经验时，又没有工程可做了。因此，跟踪审计

的及早介入，有助于建设单位摸索出一套适用于本单位的工

程管理经验并以此制定规范的工程管理制度与程序。

在传统竣工结算审计模式下，审减额或审减率是评价审

计业绩的主要标准，但这一标准只适用于评价审计人员在某

一项工程项目审计中的业绩，而无法对审计人员在不同工程

项目审计中的业绩进行比较。在实际工作中，跟踪审计人员若

能恪守职责，会使得施工单位高估冒算的企图大大降低，也就

是说，有些“水分”在施工过程中就被挤干了，而这一业绩并不

能通过最后的审减额来体现。因此，只用审减额或审减率来

评价跟踪审计成果，必然有失偏颇。

此外，跟踪审计还有另两项重要职能即监督评价和咨询

建议。这两项工作的成果是隐性的，而且很难量化，因此常常

为人们所忽视，但其对工程建设管理的影响却是深远的。它不

仅使审计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能够在工程管理中得到及时纠

正，同时增加了串谋成本，有利于廉政工作。为此，它对全面评

价跟踪审计的业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跟踪审计组织模式

从跟踪审计执行主体同跟踪审计对象的紧密程度来看，

跟踪审计可分为两种模式。一种可称为松散型，即跟踪审计人

员只是定期或不定期地参加工程建设例会，参加隐蔽工程的

验收、重大签证的复核等。另一种则可称为紧密型，即在施工

现场设立跟踪审计办公室，由审计人员对工程施工进行实时

跟踪。这两种模式各有利弊。松散型的审计模式审计成本较

低，适合于那些管理规范、设计完善的项目。该模式下审计重

点的选择至关重要，要求审计人员必须具备丰富的跟踪审计

经验，否则该模式会有流于形式之嫌。紧密型的审计模式其优

势在于审计效果明显，但其审计成本较高。在我国目前工程建

设设计不到位、监理不到位、管理不到位、施工单位水平参差

不齐的情况下，采用紧密型审计模式更为必要。

由于目前大多数建设单位的内部审计机构在工程审计方

面力量较为薄弱，有的甚至没有配备工程审计人员，因此，当

单位有工程建设项目时，往往需要聘请造价咨询机构代为进

行项目审计。由此，从跟踪审计执行主体的组织形式上又可将

其分为以建设单位内部审计机构为主和以造价咨询机构为主

两种模式。这两种模式各有利弊。在审计的独立性方面，前一

种模式较后者弱，对建设单位的监督力度也较弱；但由于内部

审计机构作为建设单位的一个部门是其“自家人”，在工程建

设工作中，能够在与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的博弈中处于强势地

位，因此在工作协调方面更为容易。后一种模式从理论上讲其

独立性较强，但由于其权力主要是通过合同的形式确立，权威

性不够，加上中介机构没有强制处理权，又是“外人”，因此在

实际工作中对建设单位的监督作用往往大打折扣。在实际工

作中，我们要把内部审计机构的工作协调优势和中介机构的

独立性结合起来。

不管采用哪种审计组织模式，审计小组人员的配备至关

重要。在造价咨询业务与审计业务分业经营以后，造价咨询机

构的人员几乎全部由注册造价师、预决算编审人员和工程技

术人员等构成。他们是造价咨询方面的行家，但是缺乏审计理

论素养，工作中往往不能按审计的规范和思路去对待和解决

问题。因此，在组建跟踪审计小组时，一定要重视审计组成员

的“搭配”。小组成员既要有造价师，更要有审计师，且组长最

好由审计师担任，否则“全过程跟踪审计”就会演变为“全过程

造价控制”，而后者只是前者的一项内容而已，并不能替代

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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