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研究背景

随着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十八届四中全会以

及《国务院关于加强审计工作的意见》对于国家审计关注度

的提高，按照“反腐、改革、法治、发展”的总要求，国家审计全

覆盖将逐渐成为一种常态；国有企业、国有资本审计监督将

趋向严格，国家审计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石和重要保障作用日

益凸显。

国有企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支柱，中央企业作为国有企

业的排头兵，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和示范效应。中

央企业审计结果公告有助于发挥国家审计的监督、抵御与预

防功能，有助于督促企业实现“边审边改”、“即整即改”与“持

续整改”，并日益成为中央企业提升管理水平、培育竞争优

势、塑造良好形象、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信号传递途径。

事实上，中央企业审计结果公告可以追溯至2007年1月

19日开始发布的中央企业工程项目审计公告。从2010年6月

13日起，审计署开始发布中央企业财务收支结果审计公告，

围绕审计结果公告的基本情况、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以前

年度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审计处理及整改情况等进行

了相应披露。中央企业审计结果公告已历经9年，那么审计结

果公告具备哪些基本特征？工程项目审计和财务收支结果审

计暴露了哪些违规问题？

针对以上问题，本文面向中央企业审计结果公告信息含

量这一研究主题，选择2007 ~ 2015年审计结果公告为研究样

本，统计分析审计结果公告特征与反映的问题，进而提出审

计结果公告的改进思路，以期引导中央企业可持续发展。

二、中央企业审计结果公告概述

（一）审计结果公告基本类型

中央企业审计结果公告一般选择在审计署网站“公告报

告”专栏发布，经统计，审计署在2007 ~ 2015年度累计发布审

计结果公告79份，包括财务收支审计结果公告和工程项目审

计结果公告。其中：财务收支审计结果公告于 2010年 6月 13

日首次发布，至2015年9月底累计发布70份，占88.61%；工程

项目审计结果公告于2007年1月19日首次发布，至2015年9

月底累计发布9份，占11.39%。具体情况如图1所示：

由图 1可以看出，2007 ~ 2015年期间中央企业审计结果

公告呈现出以财务收支审计为主，以工程项目审计为辅，且

审计对象数量逐渐增多和范围逐渐扩大的趋势。然而，与纳

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管范畴的112家中央企

业的总数相比较，审计署审计结果公告范围相对有限，仍然

具备推广实施的广阔空间。

中央企业审计结果公告信息含量剖析
——基于2007 ~ 2015年审计结果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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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审计结果公告构成要素

中央企业审计结果公告主要由基本情况、审计发现的主

要问题、以前年度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审计处理及整

改情况四大部分组成。以下对2010年以来中央企业财务收支

与工程项目审计结果公告的构成要素进行分析，分别如表1、

表2所示：

表 1和表 2的分析结果显示：我国中央企业审计结果公

告已经形成了以审计背景、审计评价以及审计处理意见为核

心的基本框架。其中，财务收支审计结果公告的格式相对较

为统一，主要反映了中央企业审计财务收支审计评价意见、

审计处理及整改情况；工程项目审计结果公告格式的一致性

相对较差，审计公告要素缺乏连贯性，可能影响审计结果公

告的可比性。

（三）审计结果公告主要内容

表3为中央企业审计结果公告的主要内容。

由表3可知，中央企业审计结果公告主要围绕基本情况、

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以前年度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审计处理及整改情况等方面展开。相对而言，审计发现的主

要问题是审计结果公告披露的重点内容，审计处理及整改情

况则相对薄弱，类似“本次审计发现相关违法违纪问题线索，

已依法移送有关部门进一步调查处理”的审计结论普遍出

现，但调查处理结果不得而知，说明中央企业审计处理反馈

情况存在缺失，审计的国家治理功能实现不够理想。作为国家

治理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国家审计理应充分履行职能，服

务国家治理需求，实现公共受托经济责任问责与监督功效。

（四）审计结果公告时间效应

在审计署 2007 ~ 2015年度发布的 79份中央企业审计结

果公告中，仅有 2份审计结果公告发布时间与审计结束时间

跨度小于等于6个月；有62份审计结果公告发布时间与审计

结束时间跨度在6个月到12个月之间；有15份审计结果公告

发布时间与审计结束时间跨度大于12个月。审计结果公告时

间具体情况如图2所示：

从图 2可知，中央企业审计结果公告发布时间主要集中

于审计结束后的半年到1年之间，甚至超过1年，这说明审计结

果公告存在一定的时间滞后效应，可能影响审计结果公告的

信号传递效应，因此，国家审计透明度仍然具有提高的空间。

三、中央企业审计结果公告反映的问题

（一）审计发现违规违纪资金和违法案件情况

根据 2007 ~ 2015年度中央企业财务收支与工程项目审

计结果公告，2007年度违规违纪资金总额为20.93亿元，无违

法案件移送；2009年度违规违纪资金总额为35.07亿元，无违

法案件移送；2010年度违规违纪资金总额为 411.46亿元，存

在8起违法案件移送；2011年度违规违纪资金总额为2290.55

亿元，存在16起违法案件移送；2012年度违规违纪资金总额

为1410.20亿元，存在42起违法案件移送；2013年度违规违纪

资金总额为1933.07亿元，无违法案件移送；2014年度违规违

纪资金总额为2511.44亿元，无违法案件移送。具体情况如图

3、图4所示。

时期

2010 ~ 2012年

2013 ~ 2015年

财务收支审计结果公告要素

基本情况及审计评价意见、审计发现的主要
问题及整改情况

基本情况及审计评价意见、审计发现的主要
问题、审计处理及整改情况

时期

2010年

2011 ~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工程项目审计结果公告要素

基本情况、取得成效、存在的主要问题和整改情况

基本情况、审计评价、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和整改
情况

基本情况、取得成效、审计评价、审计结果和整改情
况、审计意见

基本情况、取得成效、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基本情况、取得成效、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审计处
理和整改情况

正文结构

一、基本情况

二、审计发现的
主要问题

三、以前年度审
计发现问题
的整改情况

四、审计处理及
整改情况

主要内容

集团公司成立时间、注册资本、二级单位户数、主
要业务领域、年度合并财务报表主要数据

会计核算和财务管理存在的问题；贯彻实施国家
宏观经济政策方面存在的问题；重大经济决策方
面存在的问题；招投标等工程项目管理方面存在
的问题；内部管理存在的问题

是否进行了整改

对审计发现的问题，审计署是否依法出具了审计
报告、下达了审计决定书，要求央企予以整改。上
述问题的整改情况，由国投公司在相关媒体上公
告。此外，本次审计发现的下属单位涉嫌经济违法
案件线索是否依法移送有关部门调查处理

表 1 财务收支审计结果公告要素

表 2 工程项目审计结果公告要素

表 3 审计结果公告主要内容

图 2 审计结果公告发布时间

6 ~ 12个月 >12个月≤6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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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3和图 4可以看出，审计发现的违规违纪资金总额

整体呈现上升趋势，而违法案件移送量呈现下降趋势，说明

国家审计监督功能发挥较好，而国家审计治理功能存在缺

失，这可能影响依法从严治企的宏观目标，因此，国家审计治

理功能仍然具有改善和提高的空间。

（二）中央企业重点违规违纪领域

根据中央企业财务收支与工程项目审计结果公告，以违

规违纪涉及资金总额为划分依据，发现半数以上违纪违规资

金出现在国家经济政策与重大经济决策领域，占 51.31%，另

有 38.83%的违规违纪资金存在于内部控制管理领域，有

8.24%的违规违纪资金存在于会计财务领域，有1.62%为其他

问题。具体如图5所示：

由此可见，审计结果公告反映出中央企业重点违规违纪

领域较为集中，主要集中于国家经济政策与重大经济决策、

内部控制以及会计财务三个方面，审计署理应加强这三方面

的审计调查与整改力度，从“人、权、财”三方面全面进行审计

监督，避免中央企业管理不当所产生的资金滥用与国有资产

流失行为。

（三）中央企业常见违规违纪问题

1. 财务收支审计结果公告。中央企业财务收支审计结果

公告中揭示的常见违规违纪问题主要包括会计核算和财务

管理、执行国家经济政策和企业重大经济决策、所属企业管

控、信息化建设管理、金融业务管理、工程项目管理、违规经

营、内部管理问题等18个方面。如图6所示：

由图6可以看出，依据违规违纪具体表现形式区分，会计

核算和财务管理、内部管理、执行国家经济政策和企业重大

经济决策是中央企业财务收支领域高频度发生的违规违纪

现象；项目投资管理、廉洁从业、所属企业管控、违规经营、发

展潜力等方面也是常见问题。具体而言，部分中央企业存在

财务管理不规范、会计核算不准确、报表编制不完整等问题；

部分中央企业存在对内部管理重视不够、内部制度执行不

力、对下属单位的内部管控薄弱等现象。

审计结果公告能够反映中央企业经营管理合规程度，从

而为监管当局推动企业顶层设计、完善体制改革提供决策参

考。值得关注的是，现行审计结果公告重在强化业务合规性

审计，经济管理绩效性审计相对较弱；中央企业作为国民经

济的排头兵，绩效审计亟待深入拓展，以促进企业持续经营

能力的提高。

2. 工程项目审计结果公告。中央企业工程项目审计结果

公告中发现的违规问题集中在招投标和开发经营、工程监

理、采购材料、合同管理和执行、会计核算和财务问题、环境

保护和治理问题等16个方面。如图7所示：

图 3 审计发现的违规违纪资金总额

图 4 审计移送违法案件数量

图 5 审计发现重点违规违纪领域

图 6 财务收支违规违纪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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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7可以看出，部分中央企业投资决策和工程项目管

理还不够规范，部分项目存在论证不充分、程序不合规的问

题。工程项目审计中最严重的问题存在于未能执行《招标投

标法》、不按基本建设程序办理工程建设前期各项手续等。究

其原因，这可能与中央企业高管滥用职权，利用各种“软权

力”寻租牟利有关。工程项目管理领域的具体内部控制措施

亟待进一步加强，改善此类问题也是国家审计契合“反腐、

改革、法治、发展”总要求，实施审计监督全覆盖的必然选择。

四、中央企业审计结果公告的研究结论和完善思路

（一）研究结论

中央企业2007 ~ 2015年度审计结果公告显示：中央企业

审计结果公告呈现出以财务收支审计为主，以工程项目审计

为辅，审计对象数量逐渐增多和范围逐渐扩大的趋势；审计

结果公告已经形成了以审计背景、审计评价以及审计处理意

见为核心的基本框架，财务收支审计结果公告格式相对较为

统一，工程项目审计结果公告格式存在差异；审计发现的主

要问题是审计结果公告披露的重点内容，审计整改反馈情况

存在缺失，审计结果公告滞后性明显。

通过研究发现，现行审计结果公告重在强化业务合规性

审计，绩效审计情况则相对较弱。此外，还发现中央企业违规

违纪资金总额整体呈现上升趋势，违法案件移送数量呈现下

降趋势，这说明国家审计监督功能发挥较好，而国家审计治

理功能存在缺失。中央企业违规违纪领域集中在会计核算和

财务管理、执行国家经济政策和企业重大经济决策、所属企

业管控、信息化建设管理、金融业务管理、工程项目管理、违

规经营、招投标和开发经营、工程监理、采购材料、合同管理

和执行、会计核算和财务管理、环境保护和治理问题，其中会

计核算和财务管理、执行国家经济政策和企业重大经济决

策、内部控制等问题最为显著。

（二）完善思路

中央企业审计结果公告的重要性毋庸置疑，本文通过分

析其反映出的问题，对我国中央企业审计结果公告提出如下

改进建议：

第一，强化国家审计治理功能，完善审计监督整改反馈

机制。中央企业审计在“摸清家底，揭露问题，促进管理”等方

面发挥正面效应的同时，也出现了“屡审屡犯、屡犯屡审”的

负面效应，这一根源在于国家审计治理功能的缺失。因此，应

明确审计整改的责任主体、责任部门和责任人，建立审计整

改问责与责任追究制度；应完善审计整改报告，建立审计整

改跟踪检查机制，中央企业向监管部门报告审计结果落实情

况，审计署对拒不整改或整改不力的予以曝光，从而改善国

家审计效果。

第二，提高国家审计透明度和审计结果公告的时效性。

及时披露审计结果公告既有助于发挥国家审计的监督和治

理功能，督促中央企业实现“边审边改”、“即整即改”与“持续

整改”，也有助于充分发挥审计结果公告的信号传递效用。因

此，应利用国家审计简报形式，提高审计结果公告披露的及

时性；审计机关应通过创新审计披露方式方法，注重运用信

息化、大数据等现代科技手段提高审计效率，以完善国家审

计监督和治理功能。

第三，落实绩效审计方式，强化重点违规违纪领域审计。

事实上，审计署早在《2008 ~ 2012年审计工作发展规划》中就

已经强调“全面推进绩效审计，促进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提高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管理活动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

果”。因此，应围绕经济决策、会计核算和财务管理、内部控制

等违规违纪多发领域，切实引入绩效审计评价指标与方法，

披露绩效审计结果与整改建议，形成与合规性审计结果的互

补效应，以改善中央企业经营管理效率，提高企业综合竞争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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