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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乡镇政府公共资金绩效审计的意义

（一）公共资金绩效审计是落实“三农”政策的保证 在新农村

建设中，审计监督的重要职责是促进各项“三农”政策的落实，因

此，评价农业资金的效益情况，必然成为审计的主要目标和发展方

向。由于涉农资金具有总量大、资金使用分散、管理部门多、拨付途

径长的特点，在资金使用和管理中容易出现如下结论：一是缺乏统

一规划、统一安排。各自为政、条块分割，重复投资、重复布局、重复

建设。二是不尊重科学、不讲节约。工程项目不讲可行性研究，以可

批性代替可行性，决策主观化、盲目化。三是不尊重实际，不量力而

行。有些项目变成了“胡子工程”“钓鱼工程”，拉长了建设周期，有

的由于资金不足，甚至不按设计施工，草草了事，成了豆腐渣工程。
面对国家财政越来越大的资金投入，农村集体经济财力的不断增

长和积累，能不能管好、用好这些资金，把财政支农资金切实用在

新农村建设上，保留农村社会的公平正义，使农民得到真正的实

惠，是审计监督在新形势下面临的新任务和新挑战。
（二）公共资金绩效审计推进农村改革、优化农村公共资金管

理 我国农村正在发生新的变革，我国农业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

正面临新的局面，推进农村改革发展具备许多有利条件，也面对不

少困难和挑战，特别是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深层次矛盾突出。农村

经济体制尚不完善，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化程度低。因此有必要对农

村公共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绩效审计，提出建议，优化管理，更好

的为农村的发展建设服务。这就要求审计机关必须以全部政府性

资金审计为主线，把绩效审计的理念和方法引入到对农村公共资

金的审计工作中去，紧紧抓住项目和资金两大渠道，在真实性、合
法性审计的同时，重点关注资金使用与管理的效益性。

二、乡镇政府公共资金绩效审计的系统设计

（一）审计主体 独立于乡镇政府，受上级政府领导的专门的

审计小组。审计小组人员应在审计专业人员的基础上包含各方面

的人才，例如：法律、管理、心理、统计、金融等专业的人才。乡镇政

府公共资金绩效审计作用发挥得如何,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审计

人员结构的合理性和审计人员素质的高低。多元化的审计人员结

构是绩效审计得以顺利开展的根本前提之一。
（二）审计对象 国家下拨给乡镇政府的用于农村基础设施建

设等用途的公共资金。
（三）审计方法 在传统财务审计方法的基础上运用更加合理

先进的方法。具体包括，不仅要大量使用传统财务收支审计中应用

的核对法、盘点法、询问法、观察法等技术方法，还应广泛应用调查

法、统计分析技术、计算机审计技术。在审计方式上，应由单纯的微

观审计转变为微观审计与宏观审计相结合；应由事后审计转变为

事前、事中、事后审计相结合；应坚持重点审计与审计调查相结合。
（四）审计时间 公共资金运用的项目实施的前期、中期、后期

三个阶段。具体为，当国家拨付资金由当地乡镇政府用于建设农村

基础设施等建设项目时，隶属于上一级政府的专门的独立审计小

组应该审查乡镇政府关于这笔资金运用的合理性，前瞻性的考虑

项目实施中可能遇到的问题，综合分析各项指标，审查方案的可行

性，调查群众对该项工程的评价，是否符合群众的愿望，是否有利

于保护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审核通过后，在项目建设的过程中

应跟踪监督，一是监督施工人员是否按照事先拟定好并已审核通

过的方案施工，二是在实施过程中发现问题，提供技术支持，不断

反馈、改进方案，节约资金，提高效率。项目完工后，审查各个项目

的合格度，所使用资金，与前期预算比较，综合考虑其经济性、效率

性、效果性；是否总结经验，为以后的项目服务。
（五）审计评价标准 绩效审计评价标准应有上级政府以地方

法规的形式规定，使其具有法律约束力及强制力，具体应重点考虑

下列指标来指定。
（1）环境效益指标。环境效益是指建设项目运行或专项资金支

出所需达到的环境治理和保护的效果。包括污染集中处理率、林木

覆盖率、主要污染物排放控制率等。
（2）社会效益指标。社会效益是指建设项目运行或专项资金支

出所要达到的满足社会进步、发展、文明等方面所要达到的效果。
社会效益指标主要包括：义务教育程度、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

限（15年）、乡村居民健康指标、公共卫生设施建立、人口和计划生

育、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农村居民消费价格

上涨、就业率等。
（3）经济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是指所要达到的经济效果。投资

项目支出节约额、该乡镇人口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额等指标。
（4）管理效益指标。管理效益是指所要达到的管理效果。各种

内部资源的利用程度、农村土地的利用程度、设备设施利用率、完
好率，树木成活率、各项公共服务满意率等。

此外，可按绩效审计的重点，即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来评价

项目的完成情况：经济性用计划投入与实际投入之比来衡量；效率

性用投入与产出之比来衡量；效果性用实际产出与计划产出之比

来衡量。
政府绩效审计涉及面广、难度较大, 审计的方式方法又与传统

审计有很大的区别。在当前情况下不宜在所有领域全面开展绩效

审计, 首要是搞好试点工作。选择公共财政、投资等重点领域、重点

部门, 对资金投入、占用较大, 政策性强及社会关注的焦点等项目,
积极开展绩效审计。为更快、更好的将绩效审计的理念应用于乡镇

政府公共资金的使用中，需要财政部、上级政府、民间审计人员等

各方面的积极参与；积极鼓励高校毕业生去基层工作，提高审计人

员的文化层级及自身素质，更好的为乡镇建设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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