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离任审计的目的：

离任审计主要目的是界定离任和接任经理之间的经济责任，其具体目的为：

1、上任时的财务状况（即资产负债情况）、离任时的财务状况；

2、任职期间的经营成果；

3、任职期间各项经济指标的完成情况及内部控制情况健全情况；

4、重大决策及法律诉讼情况。

二、离任审计的范围包括：

1、财务收支审计，包括财务收支的合法性，财产物资的真实性、合规性审计；

2、经济效益审计，包括对考核贡献和硬性指标完成情况的评价；

3、管理制度审计，其核心为对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测试和评价。

三、离任审计的内容应包括：

1、上任时的公司财务状况；

2、任期内财务收支合规、合法、真实性（会计报表审计内容）；

3、任期内净资产的增减；

4、各项任期目标完成情况和分析；

5、任期内重大经营决策和法律诉讼（包括重大担保）等情况；

6、任期内公司员工的各项收入变动趋势；

7、任期内各项管理制度的健全和执行情况，有无损失、浪费和资产流失情况；

8、对遗留问题的财务清理情况。



四、审计方法：

离任审计的方法采用查证审阅法、核对法、计算法、盘点法、调节法、观察法、

鉴定法和大量的指标分析相结合。

（一）资产负债表的审计：

强调的是任职期末的审计，对于期初与任职期间采用简单的审计办法，具体如下：

1、验证经理上任时的财务状况：如离任经理前任已审计，则取得其离任审计报

告，关注报告的披露事项，考虑对本次审计的影响；如没有经过审计，则在询问

被审计单位，发现有或者无跨期事项需要调整后，采用简单的核对报表、总帐、

明细帐一致的办法，确认其接任时的财务状况；

2、验证离任时的财务状况：需要严格的采用年度会计报表审计方法，并且关注

或有事项、关联方交易、期后事项对离任时财务状况与经营成果的影响。比如：

盘点现金与证券、票据；函证或者采用替代审计程序确认往来款项；监盘实物资

产等；

3、任职期间各个会计期末资产负债表的审计办法：在遵照会计期间假设的前提

下，主要采用核对会计报表、总帐、明细帐三者相符的办法给予确认期末余额。

（二）损益表的审计：

要严格遵循会计期间假设，对任职期间的每个会计期间的损益表都需要按照年度

会计报表审计的办法进行审计。因为损益表反映了离任经理的业绩。

要关注是否有隐瞒或者虚增收入；是否有不合理不合规的费用或者支出；是否存

在收入或者费用、损失挂帐未处理现象；是否存在潜亏挂帐现象。

另外要特别注意采用分析性复核的办法，找出各个年度中某些项目的异常变化，

并且查出原因，这可能是审计着手点。



（三）内部控制制度的审计

要对内部控制制度的健全与遵守情况给予关注和说明。

（四）经济指标的完成情况审计：

主要是取得各个年度上级主管部门给予下达的各项指标文件，并结合审计后的会

计报表进行验证，对指标的完成情况进行审计。

五、审计结果级评价部分

离任审计已经逐步成为任用干部的重要依据之一。由于行政事业单位与企业的职

能和性质不相同，审计结果部分的内容也不尽相同。

l．行政部门和事业单位审计结果的内容包括：

①预算内外资金（包括预算的执行）活动情况。

②审计中发现的问题。包括违反国家财经法纪的事项 S 被审计人虚报冒领多拿

补贴和报酬的事项；其他涉及到被审计人的经济责任事项。对于审计中发现的问

题，应据实陈述，以直叙为好。

③评价。可着重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围绕经济责任进行评价，即哪些问题属

直接责任，哪些问题属间接责任，哪些问题应负领导责任。二是根据座谈了解和

单位干部群众的反映，对其经济管理和财务管理的能力和水平作出评价。

2．企业单位审计结果的内容为：

①资产、负债、损益的核实情况；

②有关经济指标的完成或实现情况；

③审计中发现的问题。对问题不要随意定性，在文字叙述上要据实陈述；

④评价。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一是定量评价，如资产负债率、国有资产保值

增值率。社会贡献率、资产收益率或净资产增加额等。二是定性评价，如对于企

业领导干部的决策能力、控制能力和处理问题的水平，应考虑经营环境和群众的



反映进行评价。三是综合评价，即在定量考核、定性分析的基础上，依据重要性

原则，全面完整地对其责任、业绩、廉洁情况进行总括性的评价。

无论是行政部门、事业单位还是企业的离任审计，对被审计的领导干部的任用与

否，审计报告中最好不要提出意见。因为，从职责上讲，审计机关的职责是向干

部管理部门（审计委托人）提交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审计报告，决定干部任用

与否，则是干部管理部门的职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