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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子寿

经济监督，是人类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志，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助推器。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

个单位，都离不开经济监督，这是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

审计，是一种经济监督活动。审计是由专职机构和人员，依法对被审单位的财政、财务收支

及其有关经济活动的真实性、合法性和效益性进行审查，评价经济责任，用以维护财经法纪，改

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促进宏观调控的独立性经济监督活动。建立审计监督制度，是维护

经济秩序的需要，是健全民主与法制的需要，是加强宏观调控的需要，是保障所有者权益的需

要，是促进廉政建设的需要，是提高经济效益的需要。

实行审计监督制度，在我国由来已久，早在公元前700多年的西周就有了审计的雏形。隋唐

时期建立了比较独立的审计机构。宋代设立审计司或审计院。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土地革命

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都建立了审计机构，还颁布了审计法规。建国头三十

年，我国经济监督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过程。从1983年开始，十多年来，我国建立和健全了审

计法律法规，使审计监督纳入法制化轨道。1983年，国务院批转了<关于审计工作几个问题的

请示的通知>；1985、1988年，国务院相继发布了<关于审计工作的暂行规定)、<中华人民共和

国审计条例>；1994年8月，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正式通过了<审计法>，审计工

作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1996年末，审计署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审计基本准则>

等38项审计规范；1997年10月，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十多年来，

审计机关逐步形成了一整套审计业务规范、审计业务制度和审计管理制度，我国审计监督逐步走

上了法制化、规范化、制度化轨道，确立了科学性强的从帐户人手审计的基础方法。

上饶审计发展历程如同全国一样。根据1982年12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有关建立审计机关的规定，上饶地区从1983年9月开

始，组建地、县(市)审计机关，至1984年6月，地、县(市)两级审计机关陆续成立。从

1984年至1985年，主要任务是。边组建，边工作”，培训审计干部，开展试审练兵，提高业务素

质；1986年至1989年，工作着力点是“抓重点，打基础”，从财务收支，财经法纪审计起步。逐

步发展到行业审计、效益审计、承包经营者的经济责任和离任审计以及对本级人民政府各部门和

下级人民政府、国家金融机构的财政、财务收支进行审计监督。十多年来，通过大量的审计工

作，强化了廉政建设，树立了财经纪律权威，加强和改善了部门、单位财务管理，维护了国家、

集体利益，促使上饶经济向良性发展。

今天，上饶的审计事业正在快速健康地发展，这是有目共睹的，应归功于历届审计领导班子

同心同德，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不断开拓创新。因工作需要，我于去年11月调任地区审

计局局长。我一定竭尽全力，与同仁们一道营造良好的工作环境，促使上饶审计事业继往开来。

再上新台阶。

宋代王应麟<辞学指南>说：“序者，序典籍之所以作”。编辑出版<上饶地区审计志)的目

的，是为了全面反映上饶审计工作的历史和现状，探讨审计监督如何支持经济发展的切入点，并

l



为发展上饶经济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这部志书体例完备。．结构严谨，立意新颖，资料翔实，内

涵丰富，门类齐全。基本达到了资料性和科学性相统一，具有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

在编纂过程中，全区各县、市审计局和审计事务所，各地直单位内部审计机构和地区审计局

各业务科(所)以及广大审计工作人员积极提供修志资料；全体编辑人员不避寒暑，广征博采，

呕心沥血，提炼加工，勤劳工作。笔耕不辍，四易其稿；经呈送中国审计出版社和上饶地区地方

志办公室审定．认为志稿指导思想明确，结构紧凑，体例规范，语言流畅，资料翔实，内容全

面，言简意赅，文约事丰，既具时代特点，又有专业特征，是一部成功的专业志书。现在这部专

业志书终于付梓印刷出版，确是可喜可贺之事。借此出版之机，我向他们致以衷心的感谢1

2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十六日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力求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

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实事求是地记述上饶地区审计监督工作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体例按章、节、目层次编列(个别章节还有子目)、采用序、述、记、志、传、图、

表、录等体裁编纂，以志为主体，图、表分别附于有关章节。

三、本志坚持“横排门类，纵写史实”原则，以记述为主，寓褒贬于记述之中；大事记以时

为序，编年体和记事本末体相结合。 、．

四、本志上限始于上饶地区首次设立专职审计机关的1983年，下限截至199r7年底。

五、本志纪年一律用公元纪年；“附录”中民国审计部分沿用习惯通称，在第一次出现时注

明公元纪年。

六、本志一律用语体文记述。数字、数据、公元年月日用阿拉伯数字，其余使用汉字。

七、名词、术语一般用全称，需要简缩的，在各章第一次出现时仍用全称，并注明以下简称

x x 0

八、本志资料来源有文字资料和数字资料，以文字资料为主。文字、数字资料来源于上饶地

区审计局历年档案，各县(市)审计局、地区审计局各科(室)、各县(市)审计事务所、各部

门(单位)内审机构提供的修志资料及历年审计统计报表；上述资料本志采用时不一一注明出

处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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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上饶地区位于江西省东北部，地处长江中

游南岸。北邻九江、景德镇二市和安徽省安

庆、黄山二市及池州地区，东毗浙江省衢州

市，南隔武夷山和福建省南平市接壤，西滨鄱

阳湖与南昌市隔湖相望。总面积22791平方公

里，1997年底总人口6418251人。辖上饶、德

兴二市和上饶、广丰、玉山、铅山、横峰、弋

阳、余于、波阳、万年、婺源10县，285个

乡镇．行署机关设于上饶市。因扼闽、浙、

赣、皖四省要冲。故有“豫章第一门户”之

称。

我国审计有悠久历史，萌芽于西周，建制

于唐，定名于宋。元、明、清处于衰落时期，

审计与会计由各自独立而复归合一。民国初

年．北洋军阀的北京政府，在国务院下设立审

计处；民国三年，改审计处为审计院，直属大

总统，颁布了。审计法”及“审计法实施细

则”；国民党政府在“五权分立”的监察院下

设立“审计部”，但由于国民党政府的腐败，

一直未能付诸实施。

1925年6月，在广州建立的省港罢工委

员会下，设立了审计局，并于1926年3月。

颁发了<审计局组织法>。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的第一个审计机构，第一部审计法规，从此诞

生，开刨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审计工作的新纪

元。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

命根据地、解放区也曾设立审计机构．颁布审

计法规。根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有关

法规的规定，县不设审计科，也不设审计委员

会。

新中国成立后，在三十多年的时间内，投

有独立的审计机关，在财政机关内设监察员，

对财务收支的监督由财政机关结合财政业务管

理进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国家的工作

重点转移到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中心。为适

应改革开放的需要，1982年全国五届人大五

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设立审计机关。

地方各级审计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计

监督权，对本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审计机关负

责”。上饶地区各级党委、政府，依据<宪法>

的规定，决定在行署和县、市人民政府设审计

机关。白1983年9月至1984年6月，上饶地

区审计局及全区12个县、市审计局相继成立，

地区审计局设于上饶市。1997年底，全区国

家审计机关共有审计人员237人。

上饶地区各级审计机关成立后，以马克

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沿着建设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遵循党和国家的大

政方针，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根据全国、

全省提出的审计工作方针、任务、重点，积极

开展审计监督工作。

1984年至1985年，贯彻“边组建，边工

作”的审计工作方针，以整党为动力，把同新

的不正之风作斗争，促进提高经济效益为重

点，努力开创审计工作新局面。两年中，地、

县(市)审计机关进行了试审练兵，培训队

伍，并执行省审计局制订的。三面十二条线”

的审计工作部署，共审计524个单位，’其中企

业审计342个单位，查出违纪金额2861万元，

处以应上交财政的违纪金额754万元，已上交

560万元。同时向被审计单位和有关部门，提

交有关纠正新的不正之风，改善经营管理，提

高经济效益的工作报告25件。“上审下”的财

政收支审计，也从1985年起步。
’

1986年至1989年，贯彻“抓重点，打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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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的审计工作方针。审计监督围绕党的经济

工作中心任务，以维护财经法纪，反对损失浪

费，促进“双增双节”。搞活企业，维护企业

合法权益，以及清查财政、信贷资金管理和使

用中的严重违纪问题为重点，共审计3141个

单位，查出违纪金额8280万元，决定上缴财

政违纪金额2099万元，罚款金额4。46万元，

已上交财政金额1708万元，其中：通过财政

审计，查出财政资金管理和使用中的违纪金额

1371万元，可直接增加财政收入27万元；

1989年对50户承包经营企业的审计。查出未

完成承包经营合同的14户，经营成果不实的

27户，损失浪费金额49万元，促进增收节支

12万元。

1990年至l匆1年，根据国家提出进一步

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形势和要求，审计工作

贯彻“积极发展，逐步提高”的方针，围绕治

理整顿、深化改革和发展经济，扩大了对基建

投资、农业资金、利用外资方面的审计，并把

政府部门、地方财政、国家金融机构、重点企

事业单位为审计重点，审计工作逐步向较高层

次发展。两年间，共审计2344个单位，查出

违纪金额8036万元，应上交财政违纪金额

1240万元．违纪罚款金额30．94万元，已上

交财政金额1052万元。通过财政审计，查出

隐瞒截留财政收入1242万元，虚列财政支出

372万元，可直接增加财政收入109万元，可

抵减财政赤字263万元；通过金融审计，查出

截留国家收入226万元，乱摊成本费用413万

元，虚列支出165万元，侵占挪用信贷资金

161万元；通过对1016个行政事业单位审计，

查出侵占挪用资金302万元，截留应上交财政

收入250万元；通过对144个单位农业资金审

计，审计专项资金总额8472万元，查出违纪

金额254万元，其中被挤占挪用资金166万

元；通过对336个基建投资项目审计，审计项

目投资总额9341万元，查出资金不落实的143

万元，转移挤占挪用资金5I万元，资金来源

不正当的158万元，削减项目投资118万元。

期间，向司法机关移送案件3件，建议给予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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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政纪处分的11人，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的2

人。

1992年至1995年，全区审计机关，贯彻

<审计工作发展纲要(1991--1995))提出的

“加强、改进、发展、提高”的方针，按照党

的十四大报告所提出的：“为建立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要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在进一

步改革财经管理体制的同时，强化审计和经济

监督”的精神，积极履行法定职责，加强对国

家财政收支和国有资产的审计监督，严格审计

执法。维护财经法纪和经济秩序，为深化改革

和发展经济服务。4年间，共审计6041个单

位．查出违纪金额28313万元，应上交财政违

纪金额5534万元，违纪罚款金额326．06万

元，已上交财政5055万元，向司法机关移送

案件n件，建议给予党纪政纪处分的40入，

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的1人。通过对351个单位

财政审计(包括乡财政)，查出隐瞒截留财政

收入3356万元，挖挤上级收入107万元，虚

列财政支出4754万元，财政部门挤占挪用财

政资金180万元，可直接增加财政收入3929

万元，可减少财政支出2161万元；同时，根

据审计署和省审计厅(局)的安排，还开展了

预算执行情况的调查；通过金融审计，查出国

有资产流失323万元。侵占挪用信贷资金856

万元，截留国家收入917万元；通过企业审

计，1995年查出国有资产流失346万元；通过

对97个单位利用外资审计．审计项目投资总

额66857万元，累计完成投资56480万元，查

出违纪金额173万元，其中挪用配套资金131

万元；通过对119个单位的农业专项资金审

计，审计农业专项资金总额52607万元，查出

未分配资金617万元，占应分配资金6368万

元的9．6％；未到位资金1668万元，占应到

位资金19236万元的8．7％；未配套资金110

万元，占应配套资金4089万元的2．7％；通

过对463个基建投资项目审计，审计项目投资

总额36445万元．查出超规模396万元，资金

不落实532万元，计划外投资52万元，高估

冒算金额132万元，偷漏税收202万元，违纪



金额698万元．核减工程预、决算金额274万

元。

1996年．审计署根据党的十四届五中全

会精神。确定了“九五”时期审计工作的奋斗

目标，提出1996年审计工作的主要任务是：

认真落实<审计法>，搞好本级预算执行情况

审计和其他各项审计工作，严肃财经纪律，维

护经济秩序，促进“两个转变”，推进审计工

作规范化，提高审计工作水平。1997年，为

了深化本级预算执行审计，又提出“从帐户人

手，下审一级”的工作要求。2年间，共审计

3365个单位，查出违纪金额19223万元，处以

上交财政违纪款金额4451万元，处以违纪罚

款金额107．5万元，向司法机关移送案件4

件。移交司法机关处理的6人。1996年开展

对公、检、法机关财务收支审计．查出截留、

坐支、挤占、挪用罚没款。任意提高收费标

准，向单位、个人摊派、拉赞助、私设“小金

库”等违纪金额2242万元，审后依照有关法

规作了处理。是年，以同级审的方法，开展了

本级预算执行情况的审计，查出违纪金额

1037万元。1997年，通过本级预算执行审计，

查出违纪金额¨94万元；对波阳、余于、横

峰、上饶4县1994年至1997年扶贫资金进行

专项审计，查出违纪金额1025万元；同时，

还对全区工商行政管理系统财务收支进行审

计，查出违纪金额2007万元。

1984．一1997年，全区各级审计机关，在专

员、县、市长和上级审计机关领导下，全体审

计工作人员积极努力，依法履行审计监督职

责，为严肃财经纪律，维护经济秩序，深化改

革，发展经济，促进廉政建设，发挥了积极作

用。通过审计查处违纪行为，有效地保护了国

家财产和财政收入。14年来，共审计单位

15415个，查出违纪金额66722万元，应上交

财政14089万元，罚款金额47l万元，已上交

各级财政的违纪款额12546万元；向司法机关

移送案件18件，建议给予党纪政纪处分的60

人，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的17人。

为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加强审计范围内

单位内部审计工作，组织社会审计力量为审计

事业出力，全区各级审计机关，根据审计法规

的有关规定，从1984年起，在政府部门、全

民所有制企事业单位陆续建立内部审计机构；

从1985年起，开始建立审计机关指导下的社

会审计组织——审计事务所。至1997年底，

全区有内部审计机构380个(不舍乡镇内部审

计，下同)，其中专职机构194个；审计事务

所13家。这是我区审计体系的组成部分。

内部审计机构在本单位主要负责人的直接

领导下，依照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对本单

位及所属单位的财政、财务收支及其经济效益

进行内部审计监督。自1985年至1997年，共

审计单位11636个。审计的项目主要有：财务

收支、财经法纪、经济效益、经济责任、基本

建设预决算、内部财务审签等。内部审计查出

违纪金额14991万元，查出损失浪费8795万

元，促进提高经济效益12059万元，查处万元

以上贪污贿赂案ll起，为部门、单位严肃财

经纪律，强化自我约束机制，改革企业经营管

理，提高经济效益，发挥了积极作用。

全区审计事务所成立后，依法独立承办审

计查证和咨询服务业务，接受国家机关、全民

所有制企事业单位、城乡集体经济和个人委

托，承办法定范围内的各项业务。自1987年

至1997年，共完成委托事项28407项，主要

有：财务收支审计、验资年检、基建预决算验

证、经济案件鉴定、常年审计、会计顾问以及

财务大检查、专项资金清查等。各类审计查证

和咨询服务业务的开展，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

益和经济效益。11年中，为客户核减基建预

(决)算金额2291万元(不包括上饶县漏列的

38万元)，核减虚报注册资金17664万元，上

缴各级财政的收入767．4万元，其中地区所

531．89万元，为有关主管部门追缴各种专项

资金343．3万元。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乡镇企业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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