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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相关资料显示，人类80%的信息都与地理空间位置有
关。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y information systems，GIS）是
在计算机硬、软件系统支持下，对地理信息数据进行采

集、储存、管理、运算、分析、显示和描述的技术系统。在近

几年的国家审计实践中，GIS以其具有覆盖面广、信息容
量大、可扩展性强、界面直观、定位准确等特点，已在审计

项目中得到广泛应用，成为推进审计信息化建设的重要

抓手和转变审计工作方式的重要手段。

目前，在审计中对GIS技术应用的通用做法主要是基
于矢量图像、栅格图片数据和遥感影像图的叠加对比和

计算等来分析和查找疑点线索。由于财政收支审计自身

的特点，审计中对图形图像数据的利用较少，因此鲜见

GIS在财政审计中的应用。在当前进行的财政收支“农林
水事务”科目资金审计中，笔者根据大部分资金可以落实

到特定区域、具体项目、具体地块的特点，以通用地理信

息系统软件ArcGIS 10.2为基础搭建数据分析平台，以南
方某省份（A省）为例，探索了财政审计中利用GIS技术进
行多部门数据融合，从总体把握情况、发现疑点线索并根

据坐标系统进行精确定位，以提高工作效率、降低审计风

险的初步应用思路。

二、GIS在财政专项资金整合分析中的应用思路
整合各部门用途相同或接近的专项资金，发挥资金

整体和规模效应形成专项合力，是当前财政专项资金设

立和分配改革的方向。通过对A省农林水几个部门获取的
资料进行分析，发现这些部门都设立了针对“改善土地耕

作条件、提高土地生产效率”等方面的专项资金，项目设

置同质化、分散化现象比较严重。结合专项资金设置背

景，以县为单位，以项目为基础，利用ArcGIS软件可以将
“农林水事务”相关资金分年度落实到图件上，形成涉农

资金的时空分布图。同时参考各级财政和主管部门在资

金分配过程中主要因素设计，可分析上述专项资金投向

分布，综合分析资金分配的合理性。分析思路如下：

首先，将A省行政区划图导入ArcGIS中作为分析底
图，将底图按照行政区划从大到小分为市级、县级、村级

和地块级等几个层次，为后续多维分析做基础。

其次，参考各级财政和主管部门在资金分配过程中

主要因素设计，分别从相关职能部门获取耕地面积及占

比、粮食总产量、农业总产值、农业人口比例等相关指标

按照专项资金分配方法对A省各区县进行量化评价，得到
分区县评价结果中间表，并通过ArcGIS的“连接和关联”
命令将其关联到底图上，形成各区县总体评价图。

第三，将各相同类型专项资金分配情况进行汇总。如

基于整合“改善土地耕作条件、提高土地生产效率”等方

面的专项资金的考虑，可在“农林水事务”科目资金中筛

选出小型农田水利建设、高标准农田、中低产田改造项

目、改造中低产田专项、基本农田整治、农田水利基本建

设等十几项专项资金，将2011年至 2013年的每一项资金
分解落实到区县并进行累加，形成区县“改善土地耕作条

件、提高土地生产效率”大类资金中间分配表，并导入到

全省分区县底图上，形成涉农专项资金时空分配图。

最后，将区县总体评价图与涉农专项资金时空分配

图进行叠加分析，形成专题分析图，从匹配程度判断历年

资金投向总体分布是否合理，精确锁定分配明显不合理

的区县作为下一步延伸审计的重点。

三、GIS在农业种粮补贴资金审计中的应用思路
农业种粮补贴资金主要包括中央农资综合补贴和种

粮直补资金，该项资金有其自身显著特点：一是资金总量

大，近三年来A省每年安排的农业种粮补贴资金均占全省
农业专项资金总数的50%以上；二是资金比较分散，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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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探讨了财政收支审计中运用GIS技术的思路，从财政专项资金整合分析、农业种粮补贴和生态公益林
补偿资金审计等方面对运用GIS技术进行审计分析的思路进行了详细阐述，最后对GIS在财政审计中的应用优势

进行了总结，对其应用前景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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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为全省种植水稻的农户，一个省可能涉及几千万户

农户，仅依靠传统审计方法入户核实等根本无法实施，难

以做到审计资金的全覆盖。

GIS技术可以提供一个较好的解决办法，从种粮补贴
的关键环节——水稻种植面积、补贴金额的确定、上报、

发放流程入手，将农业、财政、国土、统计等部门涉及水稻

播种面积、补贴发放数据进行多角度对比以发现疑点，分

析思路如下：

一是从A省财政部门获取农业种粮补贴发放数据库，
主要包含省市县乡镇行政村等各级农户代码、发放金额

等信息，根据补贴标准、耕作制度等换算成领取补贴水稻

面积。由于该数据库包含全省所有农户的发放信息，数据

量较大，可考虑通过ArcGIS的ArcSDE（空间数据库引擎）
组件建立与微软SQL Server数据库之间的GIS通道。
二是从农业、统计等部门获取稻谷总量、水稻播种面

积等数据，根据省内地形地貌等区域自然禀赋条件划分

区域分别求出分区域水稻单产水平，以各县区水稻产量

和对应区域水稻单产水平比较推算出水稻播种面积，将

各县区推算出水稻播种面积与领取补贴的上报水稻播种

面积对比。

三是针对种粮补贴不能与具体种植地块相对应的缺

陷，引入国土部门全省GIS格式土地利用现状矢量数据
库，利用ArcGIS软件提取国土部门认定的水田分布数据
并自动求取面积，根据A省播种制度等转换为水稻播种面
积后按照补助标准，在可以获取的最小单元——行政村

级别与该地发放补贴金额进行比对。

上述两步的分析结果均可以反映到图件上（见下

图），通过综合分析后可根据图上行政村的地理位置和坐

标信息精确定位，对差异较大的地方进行延伸。

四、GIS在生态公益林效益补偿资金审计中的应用思
路

为保护公益林资源，维护生态安全，中央财政安排专

项资金，根据生态公益林面积按照一定标准发放补贴用

于公益林的营造、抚育、保护和管理。因此，核实A省划定
生态公益林的真实性和面积成为审计该项资金的关键环

节。由于A省林业部门建立了森林资源二类调查小班矢量
空间数据库和生态公益林属性数据库，因此可采用GIS常
规图层叠加的方法进行数据分析，思路如下：

一是从林业部门森林资源二类调查小班数据库中根

据字段属性提取生态公益林数据图层，从国土部门土地

利用现状数据库中提取非林地的图斑数据图层，从基本

农田规划数据库中提取规划基本农田数据图层。

二是将林业和国土部门图层数据在ArcGIS中通过
“相交”命令进行空间叠加分析，并将分析结果各字段按

照空间属性进行连接，看林业部门认定的生态公益林中

有多少被国土部门认定为村庄、道路、河流等非林地甚至

规划为基本农田，通过两部门数据对比生成疑点图斑，将

疑点图斑与高分辨率遥感影像图进行叠加后做成专题

图，根据坐标信息确定位置进行实地核实。

五、总结

利用GIS技术不仅可以进行空间图层的对比，而且可
以进行数据库的管理、存储和分析，同时还提供了基于精

确地理位置的直观数据展现方式：一是财政审计中各专

项资金无相关图形数据相对应时，仍可利用GIS软件进行
多部门、多数据对比并在专题上进行直观展现；二是目前

审计中运用GIS的常规分析方法可以通过广开思路，引入
有针对性空间数据进行比对，提高财政审计中专项资金

使用合规性的审查效率。GIS技术拓展了财政审计的新思
路和分析问题的新视角，在一定程度

上提供了解决部分财政资金审计全

覆盖的分析手段，在财政审计中有广

泛的应用前景。但GIS技术也不是万
能的，必须因地制宜地使用，并积极

结合其他审计方法和手段，以期取得

最佳审计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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