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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审计项目质量控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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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生项目是符合我国国情、具有深远意义的特色专项项目。然而在民生审计取得历史性成果的

同时也暴露出来了很多问题，审计在这些问题的解决和预防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提升民生审计项

目质量可以有效提升民生项目质量。本文从民生审计项目质量控制各相关方面梳理了当下民生审计项目质

量控制思路，围绕审计准备阶段、审计实施阶段、审计报告阶段、审计终结阶段这四个阶段对民生审计项目

质量控制框架构建进行了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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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quality control of livelihood audit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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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Livelihood projects are characteristic special projects that are in line with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have far-reaching significance. However, while historic achievements have been made in livelihood 
auditing, many problems have also been exposed. Auditing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solving and preventing these 
problems.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livelihood audit projects can effectively enhance the quality of livelihood projects.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the current quality control ideas for livelihood audit projects from various aspects, and 
explore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quality control framework for livelihood audit projects in four stages: audit 
preparation stage, audit implementation stage, audit report stage, and audit termination 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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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

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理念，在发展中补齐民

生短板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民生审计是保卫民生项

目质量的一道重要阀门，想要提高民生项目的质量

就要对民生审计项目的质量进行把控。民生审计项

目呈现出审计范围广、时间跨度大、覆盖面积大、涉

足领域多、工作量大和资源有限等特点，然而在实务

中却缺少系统的质量控制框架[1]，导致其审计质量

得不到稳定的保障。本文将梳理当下民生审计项目

相关的质量控制，结合审计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创新

民生审计项目质量控制框架。 
2 民生审计项目质量控制框架构建 
近年来我国关于审计质量控制的研究越来越多，

然而却多集中于企业内部审计与注册会计师事务所

的研究。对于民生审计这一项较新的审计项目，有关

质量控制的研究较少，更是缺少系统性的质量控制

框架。审计质量控制具有三个要点：审计目标的设

立、审计过程的监督、审计结果的复核[2]。此外，要

控制好审计质量，就要把好审前调查关、审计实施关

和后续审计关这三关[3]。本文将结合过程质量控制

理论及全面质量管理理论，着重从审计准备、实施、

报告、终结阶段这四个阶段[4]对民生审计项目质量

控制框架进行构建。 
2.1 审计准备阶段 
2.1.1 确立审计项目质量控制的重点 
民生审计属于政府审计，其工作出发点是惠民

[5]，在确保合规性的同时，应深入分析不同项目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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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和需求，针对性地提出改进建议以促进公共资源

的合理配置和民生福祉的提升。民生审计项目涵盖

的项目也众多，这就意味着各审计项目的审计目标

都各不相同，因此在准备阶段民生审计人员要先明

确所审项目的审计目标，再对审计目标的分解。 
2.1.2 确立审计人员 
为了把控审计程序执行的质量，审计机关在确

立审计人员、明确人员分工前，必须先对审计人员的

独立性展开调查再对审计人员进行选调和分工。首

先需要依据审计工作的实际情况以及被审计单位规

模及项目覆盖范围的大小确定审计人数。一般而言，

民生审计的战线拉得较长、涉及到的资金金额大、有

关部门较多，因此需要安排多名审计人员参加以确

保审计工作的全面性和客观性。其次需要根据民生

审计工作的性质和范围来确定具体的人员分工。我

国民生项目涉及面相当广，几乎涵盖了民众的全部

社会生活，民生审计涉及到了诸多领域，审计工作较

为繁复，对审计人员的知识储备量要求较大。审计机

关可以根据事先拟定的审计年度计划等，结合所审

民生项目所涉及到的各个方面，提前安排审计人员

通过专业讲座等进行专业知识的学习和培训以做好

充足的审前准备以提高后续审计质量来达到既定的

审计目标[6]。 
2.1.3 分解审计目标 
审计计划是一个项目的开端，民生审计不同于

其他领域的审计，准确把握民生各领域业务特殊性，

在审计准备阶段就对审计目标进行把控，合理调整

民生审计工作思路和方法能够切实提升民生审计的

效益。因而在审计准备阶段，结合民生审计准备阶段

质量控制的重点，审计人员为提高审计项目质量应

当对审计目标作详细的分解，突出群众利益这一根

本目标，将审计工作与维护群众利益紧密关联，厘清

所审民生项目的直接目标和最终目标以及审计目标

的主次轻重。 
2.2 审计实施阶段 
2.2.1 确定影响审计执行质量的因素 
在审计实施阶段审计项目质量与审计执行质量

有着直接关系，明确各因素对审计执行质量的影响

对于审计质量的有效控制具有重要意义。一般而言，

有三种因素会对民生审计项目的执行质量造成影响，

分别是内部、外部和审计项目本身因素。内部因素主

要源于审计机关自身，包括审计人员的职业道德水

平和审计业务科室的建设情况，以及机关对审计工

作的管理机制等。这些因素直接关系到审计工作的

规范性和效率。外部因素则涉及外部环境，如民生审

计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与完善、审计技术的更新与

发展以及上级部门对审计工作的期望和要求。这些

因素为审计工作提供了制度保障和技术支持。项目

本身的因素则更为具体，包括群众对民生项目的认

知与支持程度、审计方法的选择与运用，以及审计跟

踪系统的完善程度等。这些因素对审计执行的影响

较为复杂，需要结合具体项目的特点进行深入分析，

以确保审计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2.2.2 获取适当、充分的审计证据 
民生审计与其他审计一样需要获取大量的审计

证据，但与其他审计不同的是由于民生审计最终要

作用于民，其对审计证据的质量要求较高，将审计证

据的质量与审计的质量直接挂钩，并且要求审计人

员在进行取证的过程中更要与群众紧密联系。此外

民生审计项目涉及范围较广，囊括了社会保障、住房

保障、公共卫生、教育、精准扶贫等多个领域，为实

现多元的审计目标，审计机关在执行民生审计任务

收集审计证据时，除了运用常规审计方法外，还应结

合项目特点，借助云计算、大数据技术以及专家指导

等多元化手段灵活选择适合的审计方式。同时，根据

审计的直接目标和间接目标为每个民生审计项目量

身定制高效且精准的审计方法，以提升审计工作的

科学性和实效性。 
2.3 审计报告阶段 
2.3.1 严格实行“三级复核” 
我国政府审计机关在审计报告阶段对审计业务

进行复核时一般采用“业务科室交叉复核→法规科

室复核→局党组业务会复核”的“三级复核制度”，

这对于民生审计也同样适用。审计人员在全面审查

相关审计资料、走访相关部门及群众后完成了调查

取证工作并撰写了审计底稿后，审计报告就将进入

初步复核阶段，即业务科室交叉复核。在此阶段，审

计组成员需对审计过程进行全面回顾，查找遗漏并

完善细节,再交由非本项目组的其他业务科室的审计

人员对审计项目进行交叉审查，避免“自己审自己的

情况”。在此过程中，复核内容包括审计证据的充分

性、审计程序的合规性、审计结论的合理性以及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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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的规范性等，而由于不同科室的审计人员具备

不同的专业背景，能够从多角度发现潜在问题进一

步提升审计质量，确保底稿编制符合规范。初步复核

完成后，审计人员形成初步审计意见，并在收到被审

计单位的书面反馈后对底稿和意见进行修订，最终

完成审计报告和决定书初稿，提交至法规科室。法规

科室收到报告后，审计工作进入报告阶段。法规室复

核的关键控制点在于确保审计工作的合法性、合规

性、合理性和规范性，同时防范法律风险，确保审计

结果具有权威性和公信力。这一环节是三级复核中

承上启下的重要步骤，为最终审计报告的签发提供

了法律和制度保障。在此之后，报告将提交至审计局

党组业务会进行最终复核。党组业务会通常通过研

讨会形式，审查报告内容、整改意见及处理方式是否

合理且符合被审计单位的实际情况。审核通过后，正

式的审计报告、决定书及移送书将依法签发并送达

被审计单位。 
“三级复核”制度是审计质量控制的核心机制，

该制度引入了不同层级的复核主体，避免了审计工

作由单一主体完成可能带来的主观偏见，增强了审

计的独立性和客观性，并通过层层把关、多角度审

查，确保审计工作的合法性、合规性、准确性和权威

性。在此三级复核中，法规科室和局党组的复核更是

能够从外部视角对审计工作进行监督，进一步确保

审计结果的公正性。在民生审计项目中，这个制度的

执行不仅提升了审计质量，防范了审计风险，还为审

计工作的规范化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2.3.2 提升审计发现和报告质量 
通过问题的发现和报告情况，可以评估审计工

作的深度和广度，进而判断审计程序是否充分、审计

证据是否可靠，以及审计结论是否具有说服力。由于

如今民生项目涵盖面较广，工程量较大，政府投资的

基础设施建设、市政工程等类的民生项目，在其开展

过程中会有不少民营建工企业参与其中，这也造成

了这些民生项目所牵扯的利益相关方多，舞弊问题

也更有可能发生。因此，在正式签发审计报告和审计

决定之前审计人员要加强审计复核，坚持贯彻落实

“三级复核制度”，把好审计复核关，应当以更专业、

更谨慎、更全面的态度来提出审计处理处罚意见或

审计整改意见，以此来最大程度提升所审民生项目

的审计质量。 

此外与普通民众相比，政府机关的工作掌握着

更多也更重要的信息，因此各级审计机关应贯彻落

实党中央提出的工作要求，加强政府介入[7]，就各民

生项目自身情况出发依法公开民生审计结果，披露

相关民生项目的财务状况、工程建设状况等，提高审

计信息的公开度、透明度，使得群众对于政府民生项

目开展有更高的了解度，也督促政府进行廉政建设，

更好地开展民生工作。 
2.4 审计终结阶段 
2.4.1 复盘、评价审计工作并进行审后追踪 
在该阶段民生审计人员的工作将对审计工作进

行复盘和评价，并且出具审计报告，再就审计报告中

提出的审计整改意见进行后续的追踪。 
（1）审后复盘和评价 
在审后复盘和评价阶段质量控制的核心任务为

根据相关规定，对项目的审计方法、流程设计、证据

收集及底稿编制等环节进行全面回顾和系统总结，

通过客观分析识别工作中的亮点与不足总结经验教

训，为未来的审计实践提供参考和指导。 
同时，这一过程也有助于不断完善审计制度和

方法的科学性与有效性，推动审计工作质量的持续

提升。民生审计是审计机关审计业务中的一种，必然

也将遵守审计机关质量控制总体要求。 
（2）后续管理追踪 
在进行后续管理追踪时，审计结果运用的情况

和效果可以用来衡量审计工作的质量。我国民生项

目的特殊性在于它具有动态性，即它并不是一成不

变的，也没有一个特定的框架。这就要求建立健全覆

盖全面、动态的跟踪审计机制，尤其是注重审计意见

提出后的整改情况，即审计的事后追踪。这一阶段的

监督和评估是确保审计成效的关键环节，旨在推动

整改落实，促进民生领域的持续改进和发展。审计机

关要将自己的监督职能充分地发挥出来，在审后对

被审计单位对审计整改意见的执行进展进行实时监

督，并对审计结果的应用进行重点关注，持续跟踪被

审计单位的整改情况。这是在进行审后追踪时民生

审计项目质量控制的重中之重。 
2.4.2 落实问责机制和加强质量控制意识 
在当前我国的政绩考核模式下，基础设施建设、

土地出让远比覆盖范围广、时间跨度大的民生项目

见效快，出于政绩考虑有些负责民生项目的领导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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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不愿再把资金投入在这些项目上，反而挪用资金

到其他见效快收益高的领域中去，为防止被发现还

会精心设计舞弊，让审计人员很难发现项目问题。再

加上民生项目涉及广、量大分散、审计覆盖率较低，

审计人员往往容易忽略项目中存在的舞弊问题，这

就要求要完善落实问责制度，并且建立健全审计质

量标准和评价体系[8]。在其他审计的质量控制中，建

立完善问责制度的主要目的是进行事后的追责，对

于相关项目人员的过失行为或者违法犯罪行为进行

惩处。但在民生审计项目的质量控制中，在审后落实

问责机制，可以有效对相关审计人员和有关部门起

到震慑作用防止人员舞弊或造成重大过失，起到预

防作用，同时对于民生审计人员的过失及违法犯罪

行为进行惩处，对同期其他以及未来从事民生审计

工作的审计人员起到警示作用。这可以将民生审计

工作的重心从惩治犯法行为，转变向经济效益考核

方面，由事后惩处转向事前、事中预防，从而大大保

障了审计实施过程的质量。 
2.4.3 构建大数据民生审计平台 
面对涉及范围广但审计人手短缺的民生审计项

目，光靠审计人员的力量难以达到全过程跟踪，难免

会造成审计质量下滑。而借助数字技术，该难题就可

以迎刃而解，同时也可以将后台数据与现场审计相

结合，增强审计监督的广度与深度，从而不断巩固民

生项目成果。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审计效率，缓

解审计人员的压力，同时也可以提高审计的精准度，

扩大审计的覆盖面积。对于民生审计这类覆盖范围

广泛的项目，借助大数据平台可以有效促进提高审

计质量。 
3 小结 
目前我国关于审计质量控制体系和框架的构建

多集中在公司内部审计质量以及注册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质量的部分。而对于民生审计这一较新的审计

则缺少研究。然而，民生问题关系到了人民的福祉、

社会的和谐和国家的稳定。民生审计在促进政府依

法履行所承担的公共经济责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是推动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手段，能够维护广大人

民的根本权益。因此，对民生审计项目质量控制进行

框架构建有着重大意义。 
本文从审计准备阶段、审计实施阶段、审计报告

阶段、审计终结阶段四个阶段对民生审计项目质量

控制框架进行了构建，并针对各个阶段存在的问题

的解决方法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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