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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审计监督与政府会计
协同运行机制探讨

政财务资金的重要性水平。双体系下，

国家审计的内容范围应吸纳政府财务

报告所涵盖的资产负债管理情况、收

入与费用核算等方面。在规划审计内

容时，应当遵循以预决算报告为主，

充分利用政府财务报告并逐渐过渡到

二者并重的原则。

二、审计实施阶段：审计程序

依政府会计双功能优化

双体系下，政府会计以平行记账

的方法进行会计处理。权责发生制与

收付实现制适度分离又相互衔接的功

能导致审计标准、审计技术与方法也

需要随之作出适当调整和优化。

执行审计程序所依据的标准是得

出审计结论的重要参考。国家审计依

据的标准曾经只有相关法律法规和政

府预决算报告的编制规则，政府会计

准则以及其他相关规范极大程度地丰

富了可供选择的审计标准。对于有规

可依的事项，审计标准的选用取决于

与之对应的明文规定；对现阶段仍无

具体规定的经济业务，应当依据客观

事实、业务性质确定标准，并以可操

作性、可行性和成本效益比对审计标

准进行评估，从而保证审计质量。

审计技术方法需要在保留传统基

本方法的基础上，加强依托政府会计

信息处理平台、系统等的大数据审计

技术的创新与运用，并结合政府财务

报告编制推进成果，提高整体审计程

序中政府财务报表分析的比重。传统

权责发生制与收付实现制并行的

双体系政府会计具备“双基础、双功

能、双报告”的特点，能够解决单一

的预算会计制度无法真实反映政府家

底、不利于政府资产负债管理、缺乏

科学财务管理评价体系等一系列现实

问题。在国家监督体系中，政府会计

工作反映的是政府财政、预算权力运

行的过程与结果，国家审计则负责对

包括政府会计工作成果在内的审计对

象进行监督。在新时期的十大监督体

系环境中，二者应顺应协同发展的趋

势，实现制度优势到治理效能的转换，

推进构建“集中统一、全面覆盖、权威

高效的审计监督体系”。

一、审计计划阶段：审计对象

参考政府会计新标准确定

政府会计在审计计划阶段对审计

对象确定产生的影响，主要来源于改

革中产生的新标准以及政府会计准则

制度对经济业务重要性的重新衡量和

权责发生制下的财务风险。政府会计

准则制度对会计要素、会计处理和财

务报表编制的一系列规定可以作为修

正审计对象内容和范围的参考依据，

以将财务会计中的风险点纳入审计风

险评估考查范围，加强审计对象遴选

的科学性和谨慎性。

在审计对象的内容方面，国家审

计的内容基本围绕政府预决算报告涵

盖的日常经济活动与财政资金收支项

目展开，审计范围的确定思路仅是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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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方法的特点是追踪财政资金的流

向进行事后检查，而在双体系背景下，

审计内容囊括了权责发生制政府会计

报告，作为审计材料的政府会计信息

的“质”和“量”都发生了较大改变：

改革中日益完善的政府会计信息系

统、数据库和财务云平台建设增加了

会计信息的来源和载体的多样性。加

大审计的信息化手段，尤其是大数据

审计方法的推广力度，能够利用信息

化手段对大量的数据信息进行高效审

计，有利于促进审计全覆盖的落实。

三、审计报告阶段：针对政府

会计双报告转变汇报方式

政府会计主体在准则和政策文件

的要求下除了继续落实政府综合财务

报告的编制工作，还要加强对政府财

务管理和经济决策管理的评价体系建

设，国家审计也需要根据其双报告和

双功能的特点调整审计报告的角度。

政府财政财务权力运行过程中人

与事的问题体现在审计报告中时，既

能对违法违规行为产生震慑，又能精

准落实对此类行为的追究与问责，从

而保证了审计目标能够真正得到实

现，依法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晏

维龙等，2016），提高政府公信力。国

家审计报告应当与政府会计工作目标

相结合，充分拓展审计报告效用，以

审计报告为载体，实现审计成果的可

视化，反向监督和推进政府会计的改

革与发展。国家审计报告的内容和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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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将从对内容不全面、形式不规范的

原始资料直接执行审计程序的结果汇

报，逐步转变为以列举资金问题为基

础，结合政府会计报告所披露信息的

合法性、效益性及真实性的确认意见。

审计报告除了要汇总重大问题，还需

要对政府会计的双报告发挥监督职

能，根据双报告披露的信息对政府会

计主体的财政资金使用效率、政府财

务管理能力和中长期经济决策合理性

进行综合评价，以真正产生审计“治

已病、防未病”的效果。

四、后续审计阶段：实现双基

础影响下的审计目标

国家审计的目标是监督和评价财

政财务收支及有关经济活动的真实、

合法和效益，以发挥维护国家财政经

济秩序、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促

进廉政建设、保障国民经济和社会健

康发展的作用（胡泽君，2019）。

真实性方面，政府会计双体系诞

生前，政府财政财务活动的核算与披

露仅是基于政府预算与决算视角的

预算会计，采用的是收付实现制，国

家审计机关在开展审计业务的过程

中只能够对政府会计的预决算报告

进行审计。在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

政府财务会计加入双体系后，国家审

计的真实性目标还增加了政府财务

报告要素的真实性。国家审计人员需

要判断审计整改后的政府财务报告

反映的信息是否达到真实可靠的要

求，而不仅是财政财务收支现金流状

况的真实与否。

合法性方面，预算会计体系下的

政府会计核算与报告基础是政府财政

财务收支的现金流入与支出情况；双

体系下，国家审计需要以政府财政财

务收支的现金流授权审批、资金流向

和使用情况为判断合法性的基础，同

时也要考虑到政府财务会计相关标准

和制度、政府财务报告编制操作指南

等具有统一性和规范性的制度在进行

会计核算与报告过程中是否被遵循，

以及政府资产在法律上的所有权、政

府负债的债权债务关系是否符合相应

的法律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因

此，国家审计的合法性目标不再停留

于财政资金拨付、使用等方面的合法

性，而是在此基础上纳入了对《物权

法》《会计法》、政府会计准则、地方政

府资产管理规范等方面的考量，充分

吸收了 “双基础”核算与“双报告”对

合法性审计目标产生的影响，使国家

审计人员对合法性的判断更加客观、

全面。

效益性方面，国家审计的效益性

目标主要是以财政资金的分配与使

用效果来评价的。政府会计的双体系

视角从财政资金现金流和政府中长

期经济决策与财务管理体系出发，为

国家审计提供了经济性、效率性和效

果性（曹慧明，2005）三个维度来定

量评价国家审计的效益性目标。量化

的绩效评价体系也能够从政府中长

期经济决策和财务管理情况的角度

为国家审计提供定量审计视角，以确

定财政资金和政府资产的使用在经

济上是否合理，效率是否较高，以及

最终的效果是否符合预期，使国家审

计效益性目标的评价方式更具科学

性、合理性。
（作者单位：南京审计大学政府审计

学院 南京市江宁区审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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