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财会月刊□

违约或投资商违约的“隐形炸弹”。根据审计实践，一个按

照完全规范化操作的BOT项目所引发的违约其实并不多
见，审计人员可以从BOT项目合同的生成过程是否规范、
合法中识别其违约的可能性大小。

1. 在项目的可行性论证和评审确认中是否有人为不
当干预。审计人员应审查项目的可行性结论是否有足够

理由；做出结论的人员是否有相应资质，是否具有一定权

威，与相关单位或领导是否具有关联关系；可行性论证中

是否有商业贿赂、越权干预行为；可行性的确认是否经过

了评审，评审是否存在非正常因素等。

2. 特许经营的磋商谈判是否正常，是否引入了竞争
机制。

3. 项目投资商对本项目的介入是否具有正当理由。
应审查投资商的履约能力、企业信誉、资信情况、业务范

围是否与本融资项目要求的主体资格一致。投资商是否

具有此类项目的承接经验，本融资项目是否是投资企业

的主业；企业现有的资源和融资计划是否能够满足BOT

项目的需要；本类融资项目是否已在投资商的经营战略

规划内。

4. 融资项目的招标、评标、议标是否公正。招投标工
作是否实行了公开招标、公平竞争、公正评标，全程是否

有专门监督机构参与。

审计人员在审计中不仅应要求项目单位提供合同书

缔结过程中的相关材料，还应通过调查问卷、个别谈话、

实地核查等方式对合同的缔结过程是否存在不正常因素

予以审查。

【注】本文系 2013年贵州省教育厅高校人文社科项
目“贵州省特色产业集群培育中的融资创新与法律风险

控制研究”（黔教办社［2013］552号）和2013年凯里学院博
士专项课题“绿色金融安全运行的法律保障研究”的阶段

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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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开展科目资金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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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科目资金审计是财政审计尝试的新方向。2012年、2013年审计署先后组织了两次科目资金审计，尝试
从新的角度揭示科目资金在管理使用中存在的问题，同时评价其使用效果。科目资金的审计工作均取得了一定成

效。结合两次科目资金的审计实践，本文阐述了科目资金审计的特点、内容和关注点以及审计方法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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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资金审计作为财政审计中一种新的审计思路，

从科目资金入手审计，揭示这些预算科目资金在管理使

用中存在的问题，同时评价其使用效果，着力构建日益科

学的财政审计一体化格局，逐步深化财政审计领域，完善

财政审计方法，推动财政体制改革，保障国民经济和社会

健康发展，是财政审计尝试的新方向。

一、科目资金审计的特点

科目资金审计是以财政收支分类科目为基础的一种

财政收支审计方式，它兼有预算执行审计、专项资金审计

和绩效审计的内容和特点，实现了三者的有效结合，同时

有重点有目的地选择某些收支科目进行审计，可以较好

地突出政策性，符合财政审计一体化的总要求，为找准新

时期财政审计工作的重点和着力点提供了方向。科目资

金审计作为财政审计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其本身的特点：

一是在审计内容方面强调资金的预算安排和支出情

况的全覆盖。首先，科目资金审计要求审查财政资金在所

审计科目的投入总量、专项资金种类、支出结构和方向、

增减变动等总体情况，关注科目资金预算安排是否科学、

可行。其次，重点审查资金的申请和审批过程，是否合规。

检查所审计的科目资金是否按照规定程序申请、使用，财

政和主管部门有无及时足额拨付资金，项目单位有无按

照规定用途根据规定途径在规定时间内使用。最后，关注

项目单位是否及时完成建设项目，财政投入资金的效益

是否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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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在资金使用效益与政策目标实现方面，重视构

建财政审计评价指标体系。科目资金审计遵循科学性与

效用性相结合、相关性与系统性相结合、定量指标和定性

指标相结合、兼容性与针对性相结合。

二、科目资金审计的内容和关注点

1. 科目资金的总投入方面，重点关注财政资金的预
算。法律法规关于某些科目资金的财政投入情况都有明

确规定，尤其是在涉及国计民生相关领域的科目规定则

更为详细。在科目资金审计过程中，要根据财政部门的预

决算等文件，核实在相应科目的支出是否符合国家规定。

2. 科目资金的申请环节，重点关注专项资金的申报
材料。科目资金的财政投入一般是以专项资金的形式进

行。专项资金申报获取有严格的条件限制，申报企业和项

目需要达到一定条件才能入选，部分申请资金的单位为

了得到财政资金的扶持可能存在伪造财务报表、生产状

况或银行证明等虚假资料的情况，在审计过程中，要将申

报资料的核实作为核心一部，要严格按照法规办法要求

的条件，逐项审核申报材料的真实性。

3. 科目资金的审批环节，重点关注专项资金的审批
过程。对于专项资金，各主管部门有审批的权利和义务。

在审计过程中，要对审批的过程进行了解，是否建立了专

家审核制度，有无对申请资料的真实性进行核实。重点要

关注，有无主管部门和项目单位进行串通，将资金发放给

不符合条件的单位，以及主管部门个人谋利的现象发生。

4. 科目资金的使用环节，重点关注专项资金的使用
流向和建设项目内容。专项资金的流向应该为从财政部

门到项目主管部门之后拨入企业账户，或者从财政部门

直接拨入企业账户，在各个部门都不得滞留。企业收到专

项资金后应该专款专用，必须专款专用。审计过程中还要

比对项目申请材料、进度计划、验收报告等资料，实地查

看项目的建设内容和进度，确认有无私自改变建设内容、

拖慢建设进度以及建设完工后不投产等导致专项资金效

益发挥产生折扣的情况。

5. 科目资金的效益问题，重点关注已投入使用项目
的效益发挥。核实项目的投产时间和产能情况，与项目的

可行性研究报告和专项资金的申请材料等进行对比分

析，确认项目的预期目标是否实现，专项资金的效益是否

按照预定目标发挥。

三、科目资金审计的方法

1. 从预算科目编报入手，检查预算编制的完整、合规
性。一方面掌握科目资金总体规模、结构，查看是否存在

预算外安排资金，预算编制不完整与不细化、资金分配不

科学等问题，客观评价该类资金的预算分配情况。另一方

面，检查预算编制的合理性及有效性。关注预算管理中公

平、公正、合理的问题，要围绕资金分配依据、标准、程序、

运行机制等环节，紧密跟踪资金流向，重点反映专项资金

在预算安排、资金分配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分析这些

科目资金在审计年的支出在整个国家财政预算支出中所

占比例和变化趋势，评价国家相关政策出台后中央资金

的投入情况。同时关注支出标准和预算定额的制定是否

科学、各项支出是否建立了完整的评估机制等。

2. 以项目申报资料为载体，检查程序的合规性。从科
目资金相关的政策背景、政策目标到项目申报条件等相

关的材料入手，比对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环境影响评

价报告、专项资金的申请材料、项目进度计划、阶段性检

查报告和验收报告等资料，核实申报企业和项目单位申

请资料的真实性。审查为得到财政资金的扶持，有没有伪

造可研报告、财务报表、生产状况或银行证明等虚假资料

的情况，要将申报资料的核实作为科目资金审计的一个

重要关注点，查看项目申报过程中是否符合规定，财政或

管理部门有无对申请资料的真实性进行核实，管理部门

有无对不符合规定的企业扩大专项资金使用范畴。审查

是否存在对项目单位申报材料审核把关不严、因利益输

送导致管理缺位等影响专项资金效益发挥等问题。

3. 以专项资金为主线，注重财政资金使用的效益性。
一是按照资金的流动方向，从纵向审计。从资金下达文件

到企业，从资金的收入到支出情况，结合项目建设情况，

认真核查资金的用途和去向，审计有无未按用途使用资金，

违规挪用等问题。二是专项资金的最终投向为项目建设，

专项资金最终效益的发挥要通过项目实现。通过项目实

施现场的延伸，核查有无未按期开（完）工、建设迟缓等问

题，掌握项目建设的进度；有没有因可行性研究不够、决

策不当、管理不力等情况造成资金损失浪费问题；重点关

注政策目标实现情况和实施效果，已投入使用的项目是

否发挥了预期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等；是否建立效益指标

评价体系，以确保项目发挥长远的经济效益和预算绩效。

4. 计算机辅助分析，掌握资金的使用情况。科目资金
的使用项目单位多而散，在审计人力和时间有限的情况

下，利用计算机辅助分析就非常必要。一是对有条件的部

门尝试开展信息系统审计，将预算执行管理系统与国库

集中支付系统相关联，完成科目资金指标下达和资金拨

付的核对，以及审计表格的填报。二是通过多方数据比

对，审查项目单位是否存在重复申报补助资金，套取和骗

取财政资金等问题。发现疑点后进行延伸审计，可以极大

地提高审计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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