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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国有企业领导经济责任审计监督 
 

重庆工商大学   杨萍   程文莉 
 

  李克强总理于 2014 年 1 月 9 日在听取审计署的年度工作汇报时指出，审计监督是国家监督
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维护财政经济秩序、提高公共资金使用效益、促进廉政建设、为经

济社会健康发展提供保障的重大职责。据不完全统计，2013年因违纪违法被调查处理的省部级高
官 18名、国有企业高管 31名，其中，许多国企高管的调查是在对其进行经济责任审计时发现问
题的。可见，经济责任审计对于防范和发现腐败具有重要作用。分析我国国有企业领导经济责任

审计监督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完善对策，在全面深化改革的今天具有重要意义。 
  国有企业领导经济责任审计监督存在的主要问题 
  审计对象未实现全覆盖，审计监督力度不够。经济责任审计是国家为了加强对国有企业领导

人员的监督，正确评价其经济责任，促进全面履行职责和党风廉政建设等而设计的一种审计监督

制度。目前各级审计机关对管辖内的重点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损益情况基本实现了 3年到 5年一
轮的审计全覆盖，但没有实现对国有企业领导人员任期内经济责任审计的全覆盖，审计监督力度

仍显不足。 
  审计成果运用偏弱，不利于反腐倡廉建设。从审计报告中可知，少缴纳税金及五险一金成为

常见现象；多计资产或少计资产、多计利润或少计利润、补缴税金等情况司空见惯；招投标管理、

财务及资金管理、内部控制等工作不规范长期存在，廉政风险防控管理存在不少漏洞；先离（提

拔）后审、带病提拔等现象不利于对国有企业领导的教育、管理和监督；法律法规不完善，执法

不力，客观上纵容了管理失职甚至腐败行为，审计监督的威慑力受到挑战，严重影响了反腐倡廉

建设。 
  审计结果不公开，监督效果不理想。《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第 36 条、《党政主要领导干
部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规定》第 38 条、审计署经济责任审计司《经济责任审计指
南》第 13 章都明确规定，审计机关可以向社会公布审计结果。但在各级政府公开信息网站中，
查阅不到一份完整的经济责任审计结果报告。专家学者对经济责任审计的实证研究少，其主要原

因也是很难获得相关研究数据和资料。事实证明，审计结果只在相关部门内部小范围通报，不对

外公开，其实质就是“内部游戏”，影响审计质量的提高，造成审计监督形同虚设。 
  责任追究落实不到位，政府公信力受到影响。通过审计发现并提出问题，但评价虚化，责任

不明确，责任认定以及如何追究责任、追究谁等不明确或含糊其辞。相关管理部门抱着多一事不

如少一事的态度，将审计发现的问题束之高阁，形成“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知错不改”的循

环怪圈，导致责任追究落实不到位，影响了法律法规的权威性和有效性，使政府的公信力受到质

疑。 
  完善对国有企业领导经济责任审计监督的对策 
  严格执行法律法规，实现审计对象的全覆盖。按照《审计法》和《党政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

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规定》的要求，各级审计机关和相关管理部门需制定具体明确详实的实施

细则，明确管辖范围内的国有企业领导接受经济责任审计监督。这项审计工作一定要纳入规范的

制度安排和工作计划，杜绝侥幸心理，实现全覆盖。各级政府对本级政府管辖的国有企业资产及

其领导人员负有监督的主体责任，应加大审计监督力度，维护审计的权威性，切实推进审计监督

法治化和规范化建设。 
  强化审计成果运用，促进反腐倡廉建设。对一些比较基本的问题如补缴税金、少计或多计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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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利润等，要求该企业在规定期限内整改完成，并且不仅要在本单位公开通报，还要向其他国有

企业主要领导人员通报。对企业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如财务及资金管理、招投标管理、重大经济

决策等，责令企业尽快建立健全相关管理制度，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加强廉政风险防

控。加大揭示违纪违法问题和移送案件线索的力度，对存在违法违纪的有关责任人，按照管理权

限移送相关管理部门，坚决一查到底，严厉打击腐败分子。严格执行先审后离（提拔）制度，将

经济责任审计结果作为干部考核、任免、奖惩的重要依据，有效防止或减少带病提拔的情况。 
  落实审计结果公开制度，推进审计质量的提高。从基层政府的经济责任审计实施细则修订着

手，明确规定从什么时间起所有经济责任审计结果必须向社会公开。不仅要公开审计结果报告，

还要公开整改情况的报告以及相关责任人的责任追究情况报告。在运行 3-5年后，总结经验教训，
变封闭式的监督机制为开放式的监督机制，最终修订全国性相关规章条款。 
  严格执行责任追究制度，促进审计监督取得实效。明确问责机制，细化问责程序，写实审计

评价，对违纪违法的相关责任人，一定问责到底。对违反财经纪律，因决策不当、管理不善等造

成重大经济损失或恶劣影响的、不按照规定要求进行整改的或屡审屡犯同样问题的，制定相应处

理办法及操作细则，分别给予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直接执行人相应处理。 
  制定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反腐败的有力措施是健全制度，但制度无论多么完善也需要人来执

行。因此，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才是决定因素。有鉴于此，应尽快制定实施保护检举者的法规，

鼓励、奖励和保护检举者，特别是要调动知情人、内部人检举揭发的积极性。对此，可借鉴美国

“举报人保护法”、香港《防止贿赂条例》等法律法规，鼓励和保护群众参与监督，严厉查处违

纪违法分子。 
  （本文系 2013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高校学术诚信体系建设的中外比较研究”〔编号：
13XSH02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