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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

面”战略布局，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出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重大举措、重大部署，

包括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高度，对加强审计工作、完善审计

制度、改革审计管理体制等作出了重大部署。十九届三中全会决定组建中央审计委员会，作为党中央决策

议事协调机构，习近平总书记任主任。这是加强党对审计工作领导的重大举措，也是党对审计工作重大期

许的反映。

1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讲话中指出：审计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审计机关成立 30多年来，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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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经济社

会健康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为促进党中央令行禁止、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推动全面深化改革、促进依法治国、推进廉政建设等作出了重要贡献。要落实党中央对审计工作的部署要

求，加强全国审计工作统筹，优化审计资源配置，做到应审尽审、凡审必严、严肃问责，努力构建集中统

一、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审计监督体系，更好发挥审计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的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

记强调：要拓展审计监督广度和深度，消除监督盲区，加大对党中央重大政策措施贯彻落实情况跟踪审计

力度，加大对经济社会运行中各类风险隐患揭示力度，加大对重点民生资金和项目审计力度。要深化审计

制度改革，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创新审计理念，及时揭示和反映经济社会各领域的新情况、新问题、新

趋势。要坚持科技强审，加强审计信息化建设。要加强对全国审计工作的领导，强化上级审计机关对下级

审计机关的领导，加快形成审计工作全国一盘棋。要加强对内部审计工作的指导和监督，调动内部审计和

社会审计的力量，增强审计监督合力。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审计工作的高度重

视和充分肯定，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制度的自我完善、自我发展，也为今后的审计工作指明了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不仅高屋建瓴地高度评价审计的监督和保障作用，而且细致入微地提出审计的发展方向

和目标要求，不仅明确审计制度改革的切入点、审计工作的发力点，而且通过“三个加大”表达对政策审

计的高度重视和殷切希望。新时代的政策审计表现出以下特点：

重要性。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重大举措、重大部署的贯彻落实，离不开审计工作的监督、保障，

离不开政策审计的功能发挥。2014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审计工作的意见》，要求“持续组织对国家重

大政策措施和宏观调控部署落实情况的跟踪审计……促进政策落地生根和不断完善”以来，政策审计的内

涵不断丰富，功能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强化，在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逐步成为审计工作的重中之重。

复杂性。政策审计由微观审计向微观与宏观审计相结合转变，由静态审计向静态与动态审计相结合转

变，既要注重揭示相关政策措施落实过程中的体制机制障碍和制度瓶颈，揭示产生问题的原因，提出审计

意见和建议，督促及时整改，促进党和国家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也要注重总结反映贯彻落实相关政策措

施的经验和教训，反映政策制定中可能存在的缺陷或不足，推动党和国家及时优化、调整重大政策措施和

决策部署。

紧迫性。党的十九大报告清晰擘画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间表、路线图，系统性、整体



性、协同性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时不我待。对政府关心、社会关注、人民关切的财政政策、税收政策、金融

政策、产业政策、民生政策等只有在第一时间跟进，及时发现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并透过现象看本质，

提出对策建议，督促相关单位及时整改，才能切实发挥政策审计的保障作用，做好政策落实的“督察员”

和经济发展的“助推器”。

持续性。政策审计由政策执行效果审计向政策执行过程审计转变，由局部审计向全覆盖审计转变，由

事后审计向事后与事中审计相结合转变，通过对相同或相似项目、持续多次的审计，在促使被审计单位持

续整改的基础上，审计目标层层递进，实现审计监督、保障与服务功能的有机融合，更好地强化管理、健

全机制、完善制度、促进法治、满足人民需求，提高公共政策的执行力、党和国家的公信力，推进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2习近平总书记要求“调动内部审计和社会审计的力量，增强审计监督合力”，“努力构建集中统一、

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审计监督体系”。新时代政策审计的地位前所未有地高，作用史无前例地大，政策

审计不仅是政府审计的职责，而且是内部审计、社会审计的职责；不仅是职责之一，而且是重要职责。

要积极整合资源。壮大审计队伍，努力探索审计机关与其他审计组织的协同发展模式，将政策相关单

位的内部审计人员、社会审计机构以及政策过程中相关行动者、社会公众纳入政策审计过程，逐步建立边

界清晰、分工合作、平衡互动的协同机制，尤其是内部审计机构或者履行内部审计职责的内设机构要明确

其首要职责是“对本单位及所属单位贯彻落实国家重大政策措施情况进行审计”。

要重视顶层设计。注重问题导向，通过跟踪政策执行过程、评价政策执行效果，完整地、全面地收集、

分析有关信息，既要对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的重点、难点、效益、效率进行分析，又要对公共政策本身的

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科学性进行分析，从而使政策审计贯穿于公共政策系统，为公共政策的制定、

执行、评估、监控、调整等全过程提供专业服务，为政策制定者、执行者及时提供富有成效的建议，完善

国家治理体系。

要坚持科技强审。推广技术成果，完善审计信息化建设，强化大数据审计思维，提高大数据审计能力，

建构“总体分析、发现疑点、分散核实、系统研究”的数字化审计模式，加大相关数据的综合比对和关联

分析力度，提高运用大数据宏观分析、评价判断、查核问题的能力，准确发现疑点，精准揭示问题，为公



共政策过程提供全面、实时、优质的信息数据和意见建议，增强审计监督的时效性和穿透力。

要重视协同创新。强化能力建设，加强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立德树人，丰富、开设公共管理、公共政

策、政策监控、政策评估的课程和讲座；引导学界、业界加强应用研究，坚持实践导向、问题导向、时代

导向、人民导向的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模式创新；组织行业学会、协会、业务主管部门积极运用各种研

究成果，通过鲜活的案例分析，进行不同主题、不同层次的专业培训，提升从业人员的职业胜任能力，促

进审计工作的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