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Capital and Market,财经与市场,(3)2020,9
ISSN:2661-3263(Print);2661-3271(Online)

经济责任审计是一种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审计方式，在组
建中央审计委员会和审计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大背景下，创新
适应新时代要求的经济责任审计理论和实践体系，推动经济责
任审计的新发展，无疑成为构建集中统一、全面覆盖、权威
髙效的审计监督体系，实现审计监督全覆盖的战略要求。

1　新时代经济责任审计本质再认识
1.1从经济责任审计的历史沿革探究其本质
新中国审计史上，经济责任审计起源于厂长经理承包责任

制的审计。从 1984 年黑龙江齐齐哈尔、吉林辽源市最早开始
实行国营企业厂长（经理）经济责任审计的探索，到 1986 年
国务院和审计署相继发文明确厂长（经理）离任经济责任审
计，经济责任审计的制度化建设已经走过了 30 多年的发展历
程，中央和审计署先后发布了 2 个规定、1 个细则以及多个指
导意见，并在相关中央文件中多次涉及，审计对象和范围逐步
扩大，审计组织、审计内容、审计程序、审计要求逐步规范，
经济责任审计的框架体系基本成型。2017 年以来，修订经济
责任审计规定被列人中央综改组的重点工作。纵观经济责任审
计的发展历程，可以清晰地看到，经济责任审计的探索始终与
时代发展和改革开放的脉络同步，既延续了中国古代以“吏治
清明”为目标的权力制衡与约束思想，更顺应了通过对“受
托人”的审计监督来保障经济社会良性发展和完善国家治理体
系的要求。经济责任审计的产生，天然带有对厂长（经理）
等受托人审查、评价、监督其受托责任履行情况的功能属性。同
时，经济责任审计又被党和国家行政考核评价体系所采纳、运用
和融合，政治功能不断增强。

1.2经济责任审计的理论基础
从受托责任观到国家治理观经典审计理论体系下，国家审计

体制下的经济责任审计产生和发端于公共受托责任关系，在委托
代理关系中，当出现激励不相容、信息不对称和环境不确定时，
受托人容易产生机会主义行为倾向，表现为编造虚假业绩信息、
通过违规手段达成业绩目标等。经济责任审计的本质是建立在审
计对象人格化基础上的约束和控制机制，通过对相关组织和人员
进行检查，进而对受托人的受托责任履行情况进行鉴证、评价和
监督。基于受托责任观的经济责任审计，必然随着公共受托责任
制内涵和外延的变化而变化，同时，也因为受托责任制的政治属
性而带有政治功能。新的时代环境下，经济责任审计需要从最初
的侧重于鉴证职能向鉴证、评价、监督Ｈ大职能并重，才能更好
地嵌人对领导干部履行职权、服务国家治理的常态化监督。经济
责任审计借助审核监督人力资源这个施政的关键载体，不仅可以
服务于综合评价和考核干部的政绩，更可以有效促进落实审计整
改、消除重大隐患、防范重大风险、完善体制机制等，从而加强
对领导干部的约束监督，促进审计结果的深人运用。

2　经济责任审计在实现审计监督全覆盖中的价值重构
《国务院关于加强审计工作的意见》明确对“公共资金、

国有资产、国有资源、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履行情况进行审计，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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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从历史沿革和理论基础两个维度重新认识经济责任审计的本质，提出其已经成为一项独立的综合审计门类和推

动完善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效方式。针对当前经济责任审计存在的问题，本文从强化顶居设计、坚持创新驱动、持续完善制度和突

出资源整合四个战略层面阐述了推动经济责任审计“供给侧改革”的基本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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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审计监督全覆盖＇在国家审计体系中，一般以组织作为审计客
体，即将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等组织作为受托资源、资产、资
金的责任人。而经济责任审计内生于国家审计，但又有其自身的
独立特征；经济责任审计的审计客体得到了扩展，突出了直接对
人员进行审计，将审计对象在组织的基础上延展至个人，实现了
从整体到具体、从宏观到微观的转换与衔接。首先，经济责任审
计的对象本身就体现了双重性：既包括实体单元，也包括领导干
部本人即人员。经济责任审计实施过程中，仍然需要以机关、单
位、企业等被审计单位的资金、资产、资源等实体作为直接对象，
深人考察其真实的绩效水平，但特别之处在于，实体的绩效水平
并不能与领导干部的责任履行情况完全画等号，仍可能存在其他
主客观因素。因此，在经济责任审计中，确定了实体的绩效水平
后，更重要的是以领导人员为客体，准确界定其在实体绩效中发
挥的作用和职责履行情况。

其次，经济责任审计必须紧紧围绕“行为”和“信息”两大
客体，以领导干部领导组织集体完成相应工作、实现相应目标的

“行为”为具体抓手，以领导干部履职过程中产生和涉及的“信
息”为可靠依据，立足于其做出经济决策、落实重大事项、管理
内部事务等履行经济责任的具体实践，全面考察其履职过程中相
应行为的合法合规性和产生的结果，研判其履职过程中产生信息
的真实性和反映的绩效水平，在此基础上将责任细化分解到领导
干部个人，从而对其责任履行情况进行鉴证、评价和监督。

因此，经济责任审计提供了审计监督全覆盖新的维度，开辟
了审计监督全覆盖新的路径，有助于更好地全景式扫描和及时掌
握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企事业单位的综合状况。新时代经
济责任审计应当从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领导干部依法治国的重要保
障、考核选拔奖惩领导干部的参考依据等四个维度综合定位其政
治功能。

3　结束语
经济责任审计必须更好应对审计体制改革的深度要求，着

力推进自身转型，如果故步自封仅仅停留在服务组织人事部门干
部考核选拔的目标，经济责任审计就有可能因为评价监督的缺
位、责任界定的模糊，而难以发挥其相对于其他审计门类的优
势，难以发挥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作用，甚至被逐步狭隘
化、边缘化。当前的战略布局应当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大格
局下，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进程同步，将工作重心从制约
权力向规范权力深化，防范部门局部利益凌驾于公共整体利益之
上，增进整体社会福利；同时要着重助力“补短板”消除各地区、
各部门的政策漏洞和法治空白，促进法治政府、效能政府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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