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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会监督大家谈”专栏

 财会监督的本质特征、作用及创新

况玉书  刘永泽■

一、财会监督的本质特征

财会监督的本质特征是区别其他

监督体系的根本所在。与其他监督切

入点不同，财会监督的本质是以财会信

息为监督媒介和抓手开展监管工作，按

照一定的目的和要求，对被监督单位的

经济活动进行监察、督促，使之达到预

期的目标。与其他监督相比，财会监督

具有以下本质特征：

一是监督对象主要是会计信息所

反映的经济业务。即监督主体通过会

计信息可以揭示经济管理中存在的问

题及其产生的原因，进而促进管理者改

进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

二是监督依据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与其他监督一样，财会监督也是依据相

关法律法规进行的，但财会监督又具有

自身的特殊性，它主要以财经法规、财

经纪律、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为依据，

对经济活动的合法性、合规性、合理性

实行必要的监督。对于违反财经法规、

财经纪律、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的行

为，予以及时制止和揭露。

三是监督手段主要是通过对资金

运动过程的监控，对特定主体经济活动

和相关会计核算的合法性、合规性、合

理性进行审查，从而确定特定主体是否

存在违法违规行为。

二、财会监督的作用

做好财会监督工作是推进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迫切需要，

也是加强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

要支柱。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主要参

与者，党和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经济

活动如预算管理、收支管理、投资管

理、筹资管理、经营管理、资产管理等

是否合法合规、高效顺畅，对于各治理

主体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财会监

督作为监督各治理主体经济活动的主

要方式之一，有助于揭示经济管理中存

在的问题及产生的原因，进而促使治理

主体改进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而

且，其他监督体系如行政监督、审计监

督、统计监督等虽然有各自的工作特

点，但在一定程度上都离不开财会监督

工作这个媒介和抓手。可见，财会监督

作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最为基础的

监督方式之一，不仅是国家经济社会管

理的重要基础，而且与其他监督一起构

成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共同推动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三、财会监督的创新

（一）监督范围和内容：财会监督

的范围要体现业财融合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财会监

督的范围已从传统的针对事后会计信

息的监督逐渐延伸至业务领域，即呈业

财融合的趋势，特别是一些单位在建立

财务共享服务中心之后，财会人员越来

越多地参与经济业务活动。由于财会

监督是在财会核算的基础上进行的，在

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环境下，随着会计

核算与业务联系越来越紧密，财务业务

一体化必然要求财会监督范围不再局

限于财会反映的结果，而是与业财融合

一样，将监督的触角延伸至业务领域。

新时代下的财会监督要求各监督

主体要“有机贯通、相互协调”。传统财

会监督体系下，各监督主体各自为政，

比较孤立。比如：制定的检查方案不能

相互配合，使得对同一事项的多重监管

和缺位监管时有发生；在监督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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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监督主体之间缺乏明确分工和有效

合作，呈现相互孤立状态，造成不必要

的人力、财力和时间的浪费；监督工作

信息和检查结论无法实现共享，不能相

互借鉴，降低了监督效率，也无法形成

制约合力。在新时代国家治理视角下，

要求财会监督与其他监督紧密联系，在

各级党委统一领导下，与人大、政协、

纪检监察、司法、审计、统计等部门建

立健全定期交流情况、听取意见建议和

问题线索移送等具体工作机制和工作

程序，做到信息共享，相互支持，相互

配合。

（二）监督理念：财会监督关口前移

从监督时点上看，以往的财会监督

偏重集中性和非连续性的事后监督，轻

事前、事中监督。在一定程度上，这种

事后的财会监督方式不能有效防范腐

败行为。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一体

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体制机制

的思想，其中“不能腐”是关键。只有强

化监督制约、扎紧制度笼子，才能让腐

败者无机可乘。借鉴内部控制思想和以

往研究成果，笔者认为，新时代下的财

会监督要积极转变监督理念，由“检查

型”监督逐步向“管理型”和“服务型”

监督转变，由“纠错型”监督逐步向“预

防型”监督转变。在此基础上，建立以

内部控制为导向的财会监督模式，将内

部控制理念贯穿于财会监督的每个层

面、每个阶段甚至每个环节，不仅仅是

关注事后监督，还要将事前防范、事中

控制、事后监督和纠正相结合，对资金

运动的全过程进行监督，尤其是要注重

事前、事中管理，从源头上和过程中防

范资金风险，提高资金效益。

比如，行政单位以内部控制思维

加强对财政支出资金的监督就是财会

监督关口前移的最好例证。具体来说，

即在预算管理领域引入内部控制制度，

将内部控制嵌入到预算的整个过程中，

在此基础上构建以内部控制为导向的

财政支出资金监督模式（如图1所示）。

该模式以预算管理为主线，以资金管

控为核心，通过单位业务与相应财务

工作的衔接，以及管理规则和要求的

统一与明确，实现财务业务一体化，同

时将预算管理责任和目标落实到单位

内部各部门的具体项目和责任人，形

成有效的责任传递机制，真正实现财

权与事权的合理匹配，进而实现内部

资源的合理配置。

（三）监督手段：财会监督智能化

从技术角度看，以往的财会监督还

没有建立覆盖全面、反馈及时、反映真

实的财会监督信息网络。一方面，由于

财会监督信息化比较薄弱，导致信息不

对称，管理职能主体与财会监督主体之

间缺乏沟通、协调和制约机制，同时由

于缺乏规范的信息传递程序，财会监管

信息共享程度较低；另一方面，信息化

的欠缺导致财会监督效率低下，大量的

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到任务繁重的手

工检查中，为寻租和错误埋下隐患，使

监督主体面临较大的监督风险。

近年来，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和区

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扑面而来，正深

刻影响着各行各业的发展，改变着人们

的生活。新时代下财会监督要善于运

用信息技术手段，在财会监督的每个层

面、每个阶段甚至每个环节，运用信息

技术来改善监督效率效果。比如，区块

链作为一种新兴的信息技术，不需要第

三方介入便具有去中心化、不可篡改、

可追溯性、安全性等特点，运用于财会

监督可取得以下效果：在内部监督方

面，运用区块链技术有助于内部控制制

度的实施，提高会计信息披露质量，而

采用哈希加密算法和时间戳技术可实

现信息逆向追溯，能够有效遏制不法行

为的发生；在外部监督方面，运用区块

链技术将有助于财会监督与其他监督

协同工作，实现信息共享，避免重复监

督或出现监督空白。此外，政府各监督

主体运用区块链技术后，还可以将监督

过程记录下来并向公众展示，一改以往

政府各监督主体只公布监督结果的做

法，此举不但有利于提高社会公众对政

府的信任度，还能够加强舆论监督，实

现全民监督，进一步提高政府部门监督

工作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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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以内部控制为导向的财政支出资金监督模式

“财会监督大家谈”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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