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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治理政府审计公私合作的风险 

 

摘要：南京审计大学苏欣研究认为，江苏应以新修订的《审

计法》实施为契机，加强政府审计公私合作风险治理，为现代

化建设提供高质量审计保障。针对法律规范分散，实践指导不

足；增量提质失衡，质量标准冲突；趋利避责多发，公共责任

位移；公私合作异化，安全隐患滋生等风险问题。建议加强政

治引领，健全法治保障；统一质量标准，平衡提质增量；完善

激励评估，消除责任盲区；优化公私合作，固铸安全防线，全

面推进政府审计工作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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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全国审计工作统筹，优化审计资

源配置。努力构建集中统一、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审计监督

体系。”公私合作从公用事业项目建设向审计公共服务供给的跨

领域应用发展，是为完成中国式现代化新任务而开展的审计新

实践。江苏应率先探索，领先作为，加强审计协同，凝聚审计

合力，提升监督效能，为实现党的二十大确立的目标任务提供

高质量审计保障。南京审计大学苏欣承担的江苏省社会科学基

金项目“政府审计公私合作法律规制研究”，在分析政府审计公

私合作风险现状及问题的基础上，提出治理对策建议。 

一、政府审计公私合作风险现状及问题 

1．法律规范分散，实践指导不足。购买社会审计服务，是

目前政府审计整合社会审计和内部审计资源，提升国家审计体

系整体质效的主要渠道。近五年以来，全省审计机关紧扣党委

政府中心工作，发挥内部审计和社会审计作用，共审计（调查）

12730 个项目单位，促进增收节支和挽回损失 741.63 亿元，工

作绩效显著。但江苏目前尚未制订关于购买社会审计服务的地

方性法规，而是与其他公共服务购买合并适用财政部颁布的《政

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江苏省内部审计工作规定》虽有相关

规定，但仅限于因内部审计工作需要而购买社会审计服务，无

法普遍适用。新修订的《审计法》也缺乏相关具体规定，所以

从全国到省级层面，尚未形成法治保障体系的承接贯通。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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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审计服务实践虽然发展迅速，但因缺乏法律规范统一规制，

影响了审计资源的高效率整合。 

2．增量提质失衡，质量标准冲突。据统计，近 3 年江苏省

购买社会审计服务项目数量逐年大幅度递增：2020 年 228 个；

2021 年 364 个，同比上升 60%；2022 年 498 个，同比上升 37%。

购买项目类型也从以结算审计等传统项目为主，发展新增了政

策落实跟踪审计、司法审计等创新型审计项目，从而对审计质

量提出了更高要求。但目前却面临：一方面，各购买方对购买

的社会审计服务项目质量自行控制，尚未建立统一的质量管理

体系。此外，如何平衡好“增量”与“提质”的关系，也是审

计机关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另一方面，政府审计与社会审计

的目标、质量标准存在冲突，极易引发质量风险。政府审计至

今尚未形成独立的质量标准体系。《审计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对

审计质量管理没有明确规定。《国家审计准则》第六章对国家审

计质量控制虽有相关规定，但不够具体。社会审计独立执行的

《中国注册会计师质量控制基本准则》，无法替代政府审计质量

标准。 

3．趋利避责多发，公共责任位移。社会审计机构投标政府

审计项目的目标因素除了追求利润外，还包含：建立长期合作

关系、政府审计信息资源共享、有利于自身品牌建设、新技术

学习机会等。一方面，利润导向的单一购买合同关系，无法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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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激励社会审计机构承接政府审计项目。如果项目利润不高，

其他合作利益也无法保障实现，将导致社会审计机构根据盈利

多少决定项目投入程度，进而引发审计项目质效的波动。另一

方面，购买社会审计服务合同订立后，部分审计机关倾向于将

其公共责任随附合同义务转移给社会审计服务机构，对政府审

计项目实施的程序、质量、效率、效果等疏于承担监管责任，

导致公共责任缺失。 

4．公私合作异化，安全隐患滋生。一方面，部分审计机关

遴选合作方时，片面关注社会审计机构的专业胜任能力，却忽

略综合考察社会审计机构的政治觉悟、责任意识和社会公信力。

一些知名社会审计机构经营背景复杂，涉外因素较多，存在被

境外资金、技术等资源变相渗透融入的现象。建立公私合作关

系时，如果对潜在风险不加甄别、系统防范，将形成政府审计

项目的安全隐患。另一方面，一些审计机关与社会审计机构合

作关系相对固定后，没有根据社会审计服务质量和业绩表现，

公正评价、淘汰轮换，形成利益圈层。此外，社会审计机构受

市场竞争压力驱动，存在对超出其专业胜任能力的政府审计项

目勉强承接、低质实施的现象，加大了审计项目质量风险。 

二、政府审计公私合作风险治理对策 

1．加强政治引领，健全法治保障。一是坚持党对审计工作

的集中统一领导。目前全省 13 个设区市、95 个县（市、区）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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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审计委员会及其办事机构已相继成立，这是江苏审计高质量

发展的 根本组织保障，应明确政治方向、贯彻政治要求，着

力政治赋能，加强政府审计对内部审计、社会审计的引领和指

导。二是完善省域审计法治保障体系。江苏应在及时总结各市、

区、县相关实践经验、创新成果的基础上，尽快出台关于购买

社会审计服务的地方性法规，并为审计署后续统一制订适用全

国范围的相关行政规章，以及进一步完善《审计法》，夯实法治

基础。三是依法发展内部审计购买社会审计服务实践，加强政

府审计对内部审计成果的充分利用，促进审计协同机制运转更

加规范有效，以法治效能支持审计监督效能的系统提升。 

2．统一质量标准，平衡提质增量。一是创新审计质量管理

理念。围绕我省经济社会发展中心工作任务，聚焦主业主责开

展高质量审计。预防各类审计质量风险，力戒“重量轻质”等

形式主义做法，平衡好“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有效提升”，

兼顾“精准审计发现”和“长效审计整改”。二是立足省情，构

建科学、先进的政府审计质量管理体系。合理借鉴内部审计、

社会审计的质量管理理念、经验和技术，明确审计质量管理目

标，统一审计质量标准，规范审计质量控制程序。三是大力发

展研究型审计。试行课题式项目模式，以项目实施为主线，将

政策优势、资金技术、智库成果等审计资源有效嫁接运用，提

高控制质量风险的项目管理能力，保障高质量项目成果的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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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完善激励评估，消除责任盲区。一是改革激励补偿机制。

依法保障社会审计机构各项合同权益的实现，支持其实现合理

盈利。对业绩卓越、担当尽责、公益贡献度高的社会审计机构，

应制定优惠扶持政策，从技术、资金、税收、教育、科研等各

方面给予指导帮助，长效合作、互助共赢。二是优化项目考评

验收制度。建立独立第三方评价机制，避免购买方主持评价或

利益关联方介入评价，确保对社会审计服务质量评价的客观性、

公正性。对质量不合格的项目，应拒绝接受，责令责任方采取

补救措施或赔偿损失。三是构建审计机关的项目管理责任体系。

制定审计机关责任清单，明确项目管理流程，严格项目管理责

任，对任何以购买合同为借口推诿责任的行为，严肃问责，避

免公共责任空置泛化。 

4．优化公私合作，固铸安全防线。一是优化遴选培育机制。

加强审计机关与财政机关的联合监管，遴选政治可靠、专业优

秀、执业诚信的社会审计机构，持续培育、适时轮换。大力发

展民族品牌社会审计机构，抵御境外不良势力的干扰渗透，守

好安全底线，将社会审计打造为国家审计铁军的核心力量。二

是创新发展政府审计公私合作模式。推动购买社会审计服务从

单一合同关系向全面公私合作关系持续发展。在购买模式之外，

更多采用智库合作、课题研究、专项咨询、大数据技术研发、

智慧审计、聘请有专业知识的人参加审计等模式，克服购买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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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各类风险弊端。三是构建政府审计公私合作风险治理体系。

设置风险甄别、风险预警、风险分析、风险治理等各项工作机

制，建立风险案例库，对风险开展类型化研究。总结风险治理

方案，编制风险治理合规指南，严格依法规范，统一指导实施。 

 

（作者苏欣，系南京审计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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