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审计报告的价值有丰富的内涵，包括信息价值、指导价值、节约成本等综合

性的为社会创造的价值。作为审计部门，只有不断创新，揭示和反映经济社会各

领域的新情况、新问题、新趋势，才能增加审计报告价值，才能更好地维护经济

安全、充分发挥审计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的重要作用。笔者认为如何创新审计

理念，增加审计报告价值，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探索：

一、创新审计理念

审计应突破传统思维，密切关注经济社会各领域的新情况，紧扣社会脉搏，

拓展审计监督的广度和深度，切实发挥审计揭示风险隐患、落实民生政策、维护

国家财政经济秩序、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方面的作用。审计需要与时俱进，以

发展的眼光与国家政策接轨，成为国家的“免疫系统”和“经济卫士”。

二、审计坚持“价值”导向



审计目标应关注审计能创造多少价值。国家审计基于国家政治需要产生，其

价值的源泉在于满足国家需求。基层审计机关在审计项目编报计划时，应以价值

创造为导向，关注审计价值与审计成本，寻求二者之间的均衡。同时，审计人员

在审计过程中应在潜意识里突出“价值”二字，从体制、机制方面发现问题，关注

存在的风险漏洞和安全隐患等，使审计报告具有充分的价值。

三、审计建议具有可行性和价值性

审计建议根据审计发现的问题，提出针对性建议，它综合了审计人员的工作

经验、逻辑思维推理和理论基础等智力成果。提出有价值的建议，能够帮助被审

计单位防微杜渐、不断提高自身管理水平，督促国家重大决策的贯彻和落实，规

范权利运行，创造良好的经济社会环境。

四、监督和服务职能并重

以往审计常被树立在被审计单位对面，作为“监督者”。这种方式容易引起被

审计单位的排斥和抵触，影响审计效果。审计可以通过转换思维，寓服务职能于

审计监督中，以独立的第三方立场，发现纠正权力机关运行中的问题和潜在的隐

患，以“啄木鸟”的精神帮助被审计单位健康发展。同时，审计也可以了解被审计

单位的困境和难点，综合其他单位的现状，以专报或者信息的形式，向有关部门

“传达声音”，成为被审计单位的“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