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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高校开展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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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党中央和国务院部署，̈T展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这是一件全新的审计工作。文章结合实践中遇到的新问 

题．提出鹇决M题的新方法，探索高校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的新思路， 断提高教育审计的新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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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搞好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的重要性 

近年来被人们誉为“象牙塔”的教育领域尤其是 

高校，腐败案件呈上升趋势。所以，为了加强对领导 

干部的管理和监督，正确评价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 

任，促进领导干部勤政廉政、全面履行职责，在高校 

开展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已是当务之急的大事 

了。为此，我校从 2(X?1年起开展对处级干部离任经 

济责任审计。回顾和总结该工作的经验和体会，我 

认为开展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具有十分重要意 

义。 

1．搞好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是 当前形势发 

展的需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和形成， 

使人们生活在经济飞跃发展的氛围之中，其中尤以 

领导干部处在经济活动的中心，经济活动甚为突出 

和增多。在这些经济活动中，领导干部的廉洁与腐 

败、勤俭与奢侈、真实与虚假等都以不同程度和不同 

形式地表现和存在着，要客观、公正、科学地区分和 

评价这些情况，就需要开展对领导干部进行经济责 

任审计。 

2 搞好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是加强民主监 

督的需要 多年来，我国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强调 

财务工作的重要性，在一个单位和部门中片面地、过 

分地强调财务签批实行一支笔，尤其是分管财务工 

作的领导手中掌握着绝对的财权，一个人说了算。 

那么，整个单位的经济管理状况如何、重大决策的正 

确与失误、主要领导人的廉洁情况、国有资产的保值 

增值等～系列问题，都需要通过审计来鉴证，以此向 

广大干部群众有个汇报。 

3．搞好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是加强廉政建 

设的需要。在当前权利监督运行中又往往缺乏必要 

的和有效的机制，如上级监督不到、同级监督不了、 

下级监督无效成了较为普遍现象。因此，一些部门 

和单位的领导置党纪国法于不顾，肆意贪污受贿，私 

设小金库，对资金随意使用等等，造成国有资产的严 

重损失浪费，而且败坏党风和社会风气。由此，审计 

监督更具有独特的、其他专业监督无法相比的经济 

监督作用。鉴于目前领导干部经济活动较多，搞好 

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则被提到议事日程和重要位 

置， 

二、目前，高校开展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的难 

点 

首先，职责不明一目前在高校中．处级(含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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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干部基本上采取任命制和聘任制两种形式，学 

校在任命或聘任处长、二级学院院长、直属系部主任 

和校办产业法定代表人时，未同时明确其经济责任。 

正因为上任伊时领导干部经济责任不明，这就给日 

后经济责任审计带来了很大的难度，拿什么去衡量， 

拿什么去评价。 

其次，教企不分 目前大多数高校实行经费包 

干制，特别是核定人员编制，定岗定编，超支不补，节 

约归己。有的高校还进一步实行学校仅负责基础课 

和公共课教师的部分奖金，其余部分奖金和专业课 

教师全部奖金 由院系自行创收解决。为此，搞好创 

收的有效组织形式— 校办企业，就应运而生了。 

为了加强管理，院系公司总经理一般由学院院长(或 

系主任)担任，实行新的“双肩挑”。有时，有的院长 

(或系主任)行政职务不担任了，但是继续担任公司 

总经理职务，这时院长(或系主任)的离任经济责任 

审计比较困难 因为，院系 日常教学办公费是学校 

下拨的，而这一部分开支则由院系办公室主任掌握， 

院长(或系主任)很少过问，但院系太部分奖金发放 

和公司业务开支等，则由公司负担，必须由总经理签 

字。处在这种情况下，对院长(或系主任)离任审计 

审什么。 

再次，先离后审。从 目前领导干部经济责任离 

任审计来看，基本上都是采取先离任后审计的做法， 

容易给人们形成一个离任和审计不挂钩或无关的错 

觉，这样难免使审计流于形式，失却了领导干部经济 

责任审计的重要意义。再加上审计对象不在场，查 

证核实难度加大，特别是有的领导干部已提拔重用， 

原单位或部门叉在其权利影响范围之内，进而使经 

济责任审计质量有可能下降，审计风险随之提高。 

三、针对上述情况。当前搞好领导干部经济责任 

审计必须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1．完善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制度。2000年6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中央纪 

委、中央组织部、中央编办、监察部、人事部、审计署 

《关于认真贯彻落实中办发[1999]20号文件切实做 

好经济责任审计工作的意见》(中办发E2ooO)16号)． 

进一步强调了在经济建设中经济责任审计对领导干 

部具有约束、监督和考评等作用，要把经济责任落实 

到人，一级抓一级，上级促下级，层层落实，全面推 

进，把该项工作制度化 、经济化 、规范化。 

2．明确经济责任 为体现客观、公正，做到审 

计工作有依据、这就要求上级领导、组织人事部门、 

职代会、董事会、股东大会等在任命和聘任相关领导 

时，要提出明确的经济责任，并尽量做到全面、系统、 

定性和定量，并且要使行政首长负责制和任期经济 

责任制同步实施。 

3．被审计者和周围同志要对审计有一个正确 

的思想认识。开展经济责任审计，同其他审计工作 
一 样属于正常性的工作，不要造成一提领导干部经 

济责任审计就是认为审查经济问题。要使人们真正 

认识到审计是独立检查会计帐目、监督财务收支真 

实 合法、效益的，对领导干部在其任职期间经济管 

理中的功过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真实地反映领导 

干部的实绩。 

4．注重审计成果的转化工作。避免先离后审的 

现象。经济责任审计的结果是考察和考核及任免领 

导干部的重要依据，要积极采纳和吸收审计成果。 

为此，要逐步改变以往领导干部离任后再审计的做 

法，加大对领导干部任期和任中经济责任审计。 

5．要客观正确评估审计风险。经济责任审计 

面对的是一方面经济活动的连续性 、审计对象的特 

殊性、审计内容的广泛性、审计时间的短促性。而另 
一 方面经济责任审计具有时间跨度大，审计范围广、 

工作难度大等特点，所以审计存在着较大的风险性。 

因此，在实际审计工作中，要切实注意规范和遵守审 

计程序，提高审计质量，降低和规避审计风险。 

6．经济责任审计要从 日常审计抓起。经济责 

任审计要从干部长效管理着手，根据领导干部任职 

时间长、审计内容多的特点，积极开展事前审计 、事 

中审计等任期过程审计，帮助领导者把握全局，及时 

纠偏 ，减少被审计者“秋后算帐”的心理障碍 ，降低审 

计与被审计的隔阂，不断提高审计的质量和威信。 

7．要不断提 高审计的质量和水平。经济责任 

审计是对人的评价，因此要慎而又慎。所以，要求审 

计人员必须不断提高工作质量和水平，要努力提高 

审计人员的政治索质和业务素质．除了要具备财会 

专业知识外，还要学习组织人事政策等方面的专业 

知识和经济法、合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使经济责任 

审计评价意见更合乎党和国家的有关规定。加强对 

审计人员的培训，增强审计人员认识问题、分析问 

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审计人员的综合索质，以 

保证经济责任审计的顺利进行。 

总之，目前开展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尚处在 

初创阶段，需要不断的探索和实践，在总结和积累中 

提高，以利在今后的经济责任审计实践中加以完善， 

更好地开展审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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