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会保险是人们工作生活的坚实后盾，对社会保险的审计工作也

十分重要，作为财会人有必要知晓关于社会保险审计的相关内容。

什么是社会保障审计？

社会保障审计是指审计机关依据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对社会

保障政策执行效果以及社会保障资金的筹集、使用、结余的真实性、

合法性和效益性，进行的审计监督。

社会保障审计有利于促进各项社会保险政策的落实和制度的完

善，推进多层次的社会保险体系不断健全;有利于推进社会保险基金

预算制度不断完善;有利于促进完善住房保障制度和保障性安居工程

建设目标任务的完成;有利于促进相关惠民政策的落实;有利于促进

社会救助体系建设和社会福利事业、慈善事业的发展。

社会保险审计的内容

1.对社会保险基金经办机构的审计

(1)社会保险基金和管理服务费的预算的执行情况和决算。

(2)各项社会保险基金的核定、收缴、支付、上解、下拨、储存、

调剂及管理服务费和其他专项经费的提取、使用、上解和下拨。

(3)购置固定资产的资金来源、使用、保管及工程决算的情况。



(4)国家财经法纪的执行情况和其他有关经济活动及会计行动的

合法性。

(5)上级社会保险机构交办以及国家审计机关委托的审计事项。

2.对参加社会保险的企业的审计

(1)在职职工和社会保险待遇享受人员的人数及花名册。

(2)工资总额填报的真实性和合法性。

(3)上缴各项社会保险基金的情况。

(4)支付社会保险金和享受社会保险待遇情况。

社会保险审计的特点

1.独立性

社会保险审计机构和人员独立于财务部门和其他业务管理部门

之外依法进行审查监督。

2.权威性

社会保险审计人员依据《审计法》和《社会保险审计暂行规定》

赋予的审计监督权进行审查工作。

3.超脱性



审计机构及人员的超脱表现。

4.强制性

审计监督依法授权，被审计耽误不得拒绝，应给予支持和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