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离任审计是指高级管理人员（“ 高管”）离职时，企业对其任职期间履职情况所

进行的、主要涉及经济责任、管理责任及履职过程中的合法合规情况等三个方面的审查、

鉴证和总体评价活动。作为对高管任职期间工作表现的评价、责任的划分和追究、经营

业绩的明确等行为的主要依据，离任审计在企业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离任审计有哪些类型

（一）党政领导干部任期离任审计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任期离任审计

（二）任期离任审计和破产离任审计

（三）任期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

离任审计应该审计什么？

1、收支的真实性、合法性和效益性

这里的收支，在一级政府可以表现为财政收支，行政部门表现为经费收支，事业单

位表现为事业经费的收支，在企业单位则表现为企业会计准则中会计要素概念上的收入

和支出，以收支来表达，可以概括行政、企事业单位在一定期限内的动态情况，实际是

被审计单位在一定期限内通过会计资料载体所反映出来的经济活动。

2、资产、负债和权益的真实性和合法性

这里的资产、负债和权益，也是包括行政、企事业单位按会计要素概念所确认的资

产、负债和权益，这是结合对收支的真实性、合法性和效益性审查，确认一个时点的静

态结果，确定离任者管理的资金状况的真实状况即所谓的家底，使得离任者交个清楚，

接任者接个明白，这是交接双方所关心和要求的，这个时点原则上应与领导离任时点一

致。

3、相关的内部控制制度



内部控制制度内容较多，审计人员不可能对被审计单位的全部内部控制制度进行审

计，因此，只能选择与收支及资产、负债、权益内容相关的内部控制制度进行审计，这

个审计应从内控制度是否健全，是否有效入手。

4、经济责任审计

经济责任的划分是不可缺少的，而经济责任的划分，应结合上述三项内容的审计来

进行，如果存在违纪违规问题、损失浪费问题、内控制度不健全或者控制失效，就应进

一步明确经济责任人在其中应当承担的责任，否则，就解除其责任。在确定审计内容时，

审计职权范围以外的事项，如财务评价指标以外的其他非经济指标，如计生、党建等工

作任务的完成情况，不应列为审计内容。

离任审计实践中的问题

在实践中，一方面，由于离任审计通常时间较长，企业在人事管理中常常被离职人

员的离职手续的办理与离任审计的衔接问题所困扰；另一方面，由于离任审计属事后审

计（即在高管离任时或离职后进行的审计），审计结论作出后的责任追究也存在一定难

度。

为了帮助企业明确离任审计与离职手续办理之间的关系以及离职高管相关法律责

任追究的方式等问题，笔者结合现行法律规定及相关司法尺度进行分析，以期为处理相

关问题提供参考。

企业能否以高管“未完成离任审计”为由限制其离职？

《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劳动者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

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劳动者在试用期内提前三日通知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由此可见，法律赋予了劳动者提前一定期限（以下简称“提前通知期”）通知用人单位

即可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权利（即辞职权）。该辞职权为形成权，在劳动者单方解除通

知（辞职报告）有效送达用人单位的情况下，提前通知期满，劳动合同即解除，而无需

经用人单位同意。



企业能否以高管“未完成离任审计”为由不出具离职证明？

《劳动合同法》第五十条第一款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时

出具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证明，并在十五日内为劳动者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转

移手续。”第八十九条规定：“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未向劳动者出具解除或者终止劳

动合同的书面证明，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改正；给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

任。”据此，笔者认为，在劳动合同解除或终止时，出具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的证明（即

离职证明）是企业的法定义务，“未完成离任审计”不能成为企业不出具离职证明的理

由。现行司法实践中，企业以员工“未完成离职交接”等理由拒绝为员工出具离职证明

的，企业主张的理由均未得到法律的支持。

事后审计的特点决定了其作用的局限性

离任经济责任审计是在被审计人离任时，或者离任后进行的审计，对被审计人在任

职期间发生的错误或舞弊行为不能及时发现，无法及时采取措施加以制止，减少损失，

不能有效地保障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和安全完整 ；由于是事后审计，不便于管理部门

及群众及时了解情况，增强工作透明度，不利于改进工作、加强管理 ；由于离任审计

是在人事部门确定被审计人升职或调任后进行的，实际上，人事部门是在没有全面了解

被审计人经营业绩和经济责任的情况下做出的决定，其依据是不充分的，很难做到客观、

公正、准确；如果在离任审计时发现重大问题，再改变决定，将会给各方面带来被动。

时间跨度长，审计质量难以保证

在进行离任审计时，要对被审计人整个任期进行审计，少则两三年，多则三五年，

有的甚至十多年，审计期间跨度大，由于有关政策规定发生了变化、人员变动、业务量

大等原因，加之受审计时间短、审计人员数量少等的限制，不可能审计得过细，审计质

量难以保证。



经营者的业绩，尤其不能揭示其短期行为

目前的离任审计只注重经营者任职期内的经营行为是否合法、合规，是否完成了各

项任期目标，而忽视了其任职期内的经营行为对本单位长远发展和未来获利能力的影响。

其短期行为对被审计单位的今后发展极为不利，但现行的离任审计对这种情况并不能给

予充分揭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