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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审计，一直以来都受到社会的广
泛关注。近日发布的《关于 2015 年度中
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
报告》，披露了扶贫、社保等领域的审计情
况。就此，《经济日报》记者采访了审计署
有关负责人和专家学者。

“跟踪”结合“专项”
全程监督资金到位

民生资金使用是否规范、民生政策落
实是否到位、民生项目推进是否及时⋯⋯
这些问题关系着民生保障的实现。

“民生审计一直是审计署党组高度重
视的内容，审计署在重大政策落实情况跟
踪审计中，一直把民生审计作为一个重要
内容来持续关注。”审计署农业审计司负
责人表示，审计署还安排了农林水专项资
金审计、财政扶贫资金审计、保障性安居
工程审计、工伤保险审计等专项民生审计
项目。

以扶贫工作为例，2015 年中央扶贫
开发工作会议召开后，我国扶贫开发已进
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阶段，到
2020 年要如期实现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
人口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
整体贫困的既定目标。可以说，时间紧
迫，任务艰巨。

记者了解到，审计署除了在重大政策
落实情况跟踪审计中持续关注扶贫审计
以外，近些年还安排了财政扶贫资金专项
审计。审计工作报告显示，审计部门审计
了扶贫资金分配管理使用情况，重点抽查
了 17 个省的 40 个县。这 40 个县 2013 年
至 2015 年收到财政扶贫资金 109.98 亿
元，重点审计了 50.13 亿元（占 45%），涉及
364 个 乡 镇 、1794 个 行 政 村 和 3046 个
项目。

扶贫资金涉及众多贫困村、贫困户和
贫困人口，应该如何组织审计才能更好地
发挥应有效果呢？

审计署农业司负责人介绍，在具体实
施中采取的方式包括：一是上下联动，点
面结合。审计署政策落实跟踪审计办公
室提出审计关注的重点和思路，中央部门
审计组关注相关主管部门制定落实扶贫
政策、下达扶贫资金情况，相关地方审计
组关注地方各级政府承接相关任务、管理
使用扶贫资金、开展扶贫项目的情况。审
计中采取“到镇、到村、到户”和“见人、见
账、见物”的审计方法，做到点面结合，全
面揭示问题。

二是以项目、资金、政策为抓手，反映
典型案例。审计以扶贫重点项目推进情
况、扶贫资金统筹使用和安全绩效情况、
精准扶贫政策落实情况为切入点和抓手，
发掘正反两方面典型案例，突出揭示和反
映不作为、慢作为问题，总结和鼓励积极
作为、主动作为、有效作为的典型。

三是明确责任主体，督促问题整改，
推动政策落实。对挥霍侵占、违规使用扶
贫资金，以及扶贫政策落实中不作为、慢
作为的问题和人员，审计署通过向社会公
告相关审计结果，加强舆论监督，并积极
配合相关部门，加大督查和问责力度，发
挥监督合力，促进审计问题整改和审计建

议落实。

推动问题整改
更重健全制度

审计中发现了问题要整改，但整改不
能光就事论事，还要建立健全相关制度。

同样以扶贫工作为例，审计发现的主
要问题：一是部分资金分配未充分考虑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情况。比如，有的扶贫资
金分配尚未与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数据建
立有效衔接机制，在具体扶贫项目实施
中，有的地方也未严格按规定条件筛选扶
贫对象。在抽查云南省寻甸县 2015 年发
放的 1339 笔扶贫到户贴息贷款 6560 万
元中，仅有 711笔 3433万元（占 52%）发放
给了建档立卡贫困户；二是有 1.51 亿元扶
贫资金被虚报冒领或违规使用；三是有
8.7亿元扶贫资金闲置或损失浪费。

审计指出问题后，引起地方高度重
视。据初步统计，截至今年 5 月底，各地
采取追缴资金、统筹整合、加快资金下拨
等方式，已追回或盘活扶贫资金 2.02 亿
元 ，制 定 或 完 善 扶 贫 工 作 相 关 制 度 55
项。对审计发现的涉嫌违法违纪问题线
索，各地加强执纪问责，已有 20 多人受到
党纪政纪处分处理。

专家表示，扶贫审计不是为了查问题
而查问题，最终目的是解决问题、堵塞漏
洞，促进扶贫政策落地生根。只有扶贫资
金和项目真正惠及贫困群众，才能保障脱
贫攻坚目标如期实现。

除了及时整改问题，更重要的是完善
现有制度。国务院扶贫办政策法规司司
长苏国霞表示，对于审计署在审计中发现
的问题，扶贫办主要从两个方面采取措
施：一是对确实存在问题的进行查处。如
在 2013年 19个县扶贫资金审计中发现的
问题，已全部整改到位，退还了违规资金，
下发了滞留资金，处理了 100 多个相关责
任人；二是采纳审计署的建议，想办法改
进制度，堵塞管理漏洞，让扶贫资金更好
地发挥扶贫脱贫效果。譬如为了更好地

整合资金，国务院办公厅在今年4月印发了
《关于支持贫困县开展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
农资金试点的意见》，扶贫办就在全国 200
个贫困县开展了整合涉农资金的试点。

具体来看，就是把涉及农业生产建设
的和农村基础设施的各项资金整合在一
起用于扶贫。“我们叫‘多个渠道引水，一
个龙头放水’。现在涉及中央财政安排的
资金有 19 项，这样就把过去零零散散的
钱变成整钱，把过去滞留的钱变成活钱，
更好地用于扶贫。”苏国霞介绍说。

不仅如此，记者了解到，国务院扶贫
办在赴地方督促指导个案问题整改问责
的同时，还组织开展了建档立卡“回头看”
工作，对贫困对象进行全面核查，剔除识
别不精准贫困对象 900 多万人，重新识别
补录 800 多万人，提高了精准度，建立了
动态管理机制。

推进住房保障精准化
揭示分配和资金问题

社会保障作为与百姓切身权益紧密
相关的一项内容，在经济社会运行中发挥
着稳定器的作用。社保审计也备受关注。

近年来的社保审计情况如何？记者
了解到，审计署从 2012 年以来就组织全
国各级审计机关开展保障性安居工程的
跟踪审计以及全国社保资金审计，今年还
组织特派办开展工伤保险资金审计。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保障安居工程审
计。审计署社保审计司副司长余林表示，
今年是连续 4 年开展安居工程的跟踪审
计，主要突出了 3 个方面：一是将农村危
房改造纳入审计范围，着力推进安居工程
跟踪审计的城乡全覆盖；二是加大了审计
的力度，突出揭示在配套设施建设、住房
分配和后续管理以及资金使用上的问题，
加大对重大违法违纪问题的揭示力度；三
是积极发挥审计的建设性作用，突出揭示
体制性障碍和管理漏洞。

根据审计工作报告，2015 年各级财
政对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和农村危房改

造的投入分别比上年增长 17%、40.6%；享
受住房保障待遇家庭和完成改造农村危
房户数分别增长 17%、62%，有效改善了
城乡居民居住条件。

与此同时，审计发现的问题主要有
三方面：一是有关政策把关不严。比如，
在补助和待遇分配方面，有 4.85 万户非贫
困或已享受补助家庭获得农村危房改造
补助 4.24亿元；有 5.89万户不符合条件的
城镇家庭享受保障性住房补贴 6046.25
万元、住房 3.77 万套；二是有 140 多个单
位和 180 多户补偿对象骗取套取财政资
金；三是有 866 个市县存在资金闲置或住
房利用不充分等问题。

余林表示，根据审计发现的问题，地
方政府和相关部门追回被骗取套取资金，
规范建设管理、退还多收取的税费，加强
配套设施建设等措施，积极整改审计发现
的问题，并追究了部分人员的党纪政纪和
法律责任。

具体来看，有关地方已统筹使用资金
9.33 亿元、追回 1.18 亿元，退还多收税费
1.06 亿元，取消或调整保障对象资格 1.5
万户，清理收回和分配使用住房 7231 套，
处理 352人。

为 何 会 出 现 保 障 房 分 配 管 理 的 问
题？审计署有关人士表示，除个人主观因
素外，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审核机制
不够健全。对申请对象的家庭住房、收入
等经济状况信息的审核，需多个部门信息
共享，但目前这一机制还不够完善，有的
地方没有建立信息审核平台，有的甚至还
停留在人工审核阶段，导致监督缺位；二
是保障性住房管理存在薄弱环节。一些
地方对保障性住房使用和管理情况缺少
必要的检查监督和问责处理，违规分配和
使用保障性住房的问题尚未根治。

“针对这些问题，我们提出应健全完
善国家住房保障法律法规，规范相关地方
住房保障范围、标准和模式，严格信息公
开和监督制度，切实加强信息化管理，努
力推进住房保障精准化，促进保障性住房
分配的公开、公平和公正。”余林说。

民生枝叶关情 审计细处着手
本报记者 钱箐旎

扶贫政策碎片化、扶贫资金零散化、扶贫项目分离
化，是以前较长一段时期扶贫工作的现实写照。在改
革初期，扶贫工作的对象量多面广、水平层次低，许多
单位都可以围绕扶贫工作，出台各项政策，下达各类资
金，实现切割分块管理。这种模式有其历史必然性，在
一定的历史时期有助于调动各单位积极性，对扶贫工
作的开展发挥过积极作用。

但随着扶贫攻坚战的不断推进，扶贫范围的缩小，
扶贫要求的提高，这种模式的弊端也愈加显现出来，不
仅会大幅增加管理成本，更重要的问题在于下达政策
和资金的单位过多、项目过散，往往出现重复、缺漏和
低效的情况，扶贫就做不到精准，不能集中力量办大
事、办好事，难以及时解决需要解决的问题。

针对扶贫资金资源撒“胡椒面”、零敲碎打等突出
问题，审计机关积极履职尽责，促进将各项政策和资金
统筹整合起来，高效利用起来，更好地惠及民生，非常
及时和必要。一方面，对整合不到位、不能发挥扶贫资
金整体效益的问题进行揭示，说明其问题，促进其整
改；另一方面，对勇于打破体制机制束缚，想方设法把
扶贫资金整合到位并用在刀刃上的做法进行肯定和宣
传，真正发挥好审计导向的作用。

审计促进扶贫工作做得更加精准、实在、高效，体
现整体性、系统性、协调性，对扶贫的关注点也不仅仅
是具体政策制定了多少，项目下达了多少，资金拨下去
多少，而是真正放到对扶贫资金使用的实效性检查上。

（文/陈 实）

国家审计，是国家治理体系中具有独

特作用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审计依托其

业已内嵌于国家治理体制机制各个层面、

国家法律所赋予的对公共资金、国有资产、

国有资源和领导干部履行经济责任情况的

审计监督权力，通过对扶贫资金管理使用

和扶贫政策落实情况的审计监督，在我国

扶贫资金管理使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近几年来，审计部门根据国家实现精

准扶贫战略的需要，在进一步加强扶贫资

金管理和使用的常规审计力度的同时，不

断完善扶贫资金绩效和扶贫政策落实的审

计，对保障和助推我国实现精准扶贫、精准

脱贫起到了重要而又积极的作用。

扶贫资金使用精准是精准扶贫的主线

和关键环节。扶贫审计通过加强对扶贫资

金管理使用的审计监督，在保证扶贫资金

使用精准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对扶贫资

金分配和管理的合法合规审计，一直是扶

贫审计的重点和中心工作。审计部门一方

面通过对各地扶贫资金管理、使用的定期

审计，监督扶贫资金的合法合规使用；另一

方面通过组织开展扶贫资金的重点审计，

发现带有全局性、普遍性的扶贫资金使用

和监管方面的问题。

多年来，扶贫资金审计发现了扶贫资

金使用和管理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包括相

关单位虚报冒领扶贫资金或扶贫贷款、部

分扶贫资金被违规挪用、扶贫资金管理和

使用不够规范、一些扶贫项目效益不佳造

成损失浪费、有些扶贫资金闲置未能及时

发挥效益等。根据扶贫资金审计中发现的

问题，审计部门从扶贫资金管理制度机制、

监管责任、基层作风等方面，分析了问题的

症结及产生的原因，并建议相关部门研究

完善财政扶贫投入机制、加强扶贫资金监

督检查、强化扶贫工作绩效考核，对完善扶

贫资金的监管制度和政策，改善扶贫资金

使用的精准，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根据国家精准扶贫战略的要求，审计

部门加强了扶贫资金绩效的审计。通过贯

彻全过程绩效审计理念，循着扶贫资金的

流向，从政策要求、预算安排、资金拨付一

直追踪到项目和个人，改善了扶贫资金的

安全有效使用。跟踪审计工作开展以来，

发现了在精准扶贫实践中较普遍存在的一

些问题。这些问题包括：扶贫开发基础信

息还不够准确、不够完整，不利于精准脱

贫；部分地区财政扶贫资金大量闲置、结

存，导致农业种植等多个产业扶贫项目和

贫困村公路建设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推进

缓慢，影响了贫困村整村推进和产业扶贫

到户等扶贫政策的实施效果；有的地方为

部分不符合扶贫标准的对象建档立卡，并

违规享受扶贫政策优惠等问题。

跟踪审计发现的问题公开以后，引起

了相关政府部门和社会的热烈反响，推动

了包括扶贫对象建档立卡回头看等行动的

开展，从而对有效实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扶贫审计，以发现扶贫资金管理使用

中存在的问题为切入点，通过对问题背后

的制度性、全局性问题的分析和实践中探

索出的好的经验的总结，并提出相应的对

策建议，推动了相关精准扶贫制度和方式

的不断完善。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贫困问题
研究中心）

加强审计监督 确保精准扶贫
吴国宝

民 生 审 计 应 把 握 两 大 重 点
民生事业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块“短板”。补

齐民生“短板”，重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已经成为新常
态改革大潮的鲜明导向，也是经济发展转型升级提质
增效的关键点。

新常态下民生审计应着重把握两大重点：一是各
项保障和改善民生任务的落实。要关注各项民生政策
的制定和贯彻落实情况，防止民生政策“上头热、基层
冷”问题的发生。民生资金投入政策性比较强，民生政
策是否真正落到实处，要从国家政策的实现和维护人民
利益的角度去揭露问题，重点审计各项民生政策制定是
否合理，各级政府是否建立了相应的配套政策和措施，
政策的导向性作用能否发挥，政策实施的效果如何。同
时，重点审计资金分配的科学性、规范性、公平性，项目
资金管理和使用的规范性、安全性、效益性，有无虚列支
出、截留、转移、出借、挪用、虚报冒领、贪污私分、挥霍浪
费等问题，确保老百姓真正得到实惠。

二是民生保障长效机制的建设。重点审计民生保
障体系构建是否健全，即目标定位、政策制定、职能设
定、机构设置和沟通协调应急等机制是否全面建立，是
否实现了统筹安排、高效运转。对涉及面广、事关群众
长远利益、短期内又无法全面解决的民生问题，建立统
一、规范、可持续的民生保障体系。同时，重点审计民
生制度设计的公平性，即审查享受民生保障对象的范
围、层级和基本保障的标准是否实现了基本公共服务
的均等化的目标，在最大程度上满足了当前民生基本
需求。 （文/陈羽霄）

更加注重扶贫资金使用实效

浏 览
更 多 审
计 报 道
请 扫 二
维 码

从以往的审计情况看，导致扶贫资金无法充分发
挥效益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扶贫资金种类多、项目散
等碎片化问题。因此，在今年的扶贫资金审计中，审计
人员积极转变观念，将“绩效”这个理念贯穿于审计工
作始终，对于“用打酱油的钱来买醋”、积极整合资金等
行为不但不作为问题反映，还将其作为正面典型案例
进行鼓励和宣传，而对于那些以“专款专用”等为借口，
不作为、慢作为造成资金长期趴在账上难以发挥效益
的问题，则坚决查处。

近年来，审计一直在加大对违法违纪问题的揭示
力度，促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持续开展。坚
持“老虎苍蝇一齐打”，对审计中发现的违法违纪问题，
无论涉及谁，绝不回避、不退缩、不手软，坚决查深查透
查实。在此次扶贫审计中，对于虚报冒领、骗取套取、
截留侵占、贪污私分、挥霍浪费扶贫资金，违反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和国务院“约法三章”要求，将扶贫资金用
于吃喝接待、公款旅游、奖金福利，以及有关主管部门
和人员利用职权优亲厚友违规分配扶贫资金等问题，
不论金额大小，职务高低坚决依法查处。截至2015年
底，通过扶贫审计共查处235名责任人员，对于侵蚀扶
贫资金，损害老百姓根本利益的行为坚决予以打击，绝
不姑息。

审计作为国家经济运行的卫士、重大政策落实的
“督察员”，在全国上下开展扶贫攻坚之际，必须发挥不
可或缺的作用，为扶贫脱贫政策的落实保驾护航。

（文/陈 浩）

对侵蚀占用扶贫资金绝不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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