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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辑 说 明

一、本志以记述常德审计为主，并述及湖南省及所属其他地

方有关审计事类。史实辑录时间一般为1840年至1988年6月，记

述重点为民国时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常德审计事业发展

状况。对起源于清代乃至以前年代有关事类，作扼要追述。

二、本志遵循志书体例要求，一般按审计业务属性分章设

节，并概以先后顺序如实记述。对不具有审计个性而与审计有关

的其他活动事项，以及具有审计个性而全国普遍共有的审计规程

和常德审计中技术性事类，一般予以略记或不记。

三、本志为突出审计专业特点与有关事类源头，同时鉴于晚

清、民国时期史料散见不全，一般除综述常德全地区审计情况，

详记地级审计外，对所属各县(市)审计均有所记述。对于1983

年后县级审计，一般则从略甚至不记。

四、本志中对晚清、民国时期与建国初期有关资料的引录，

一般采用页末注(脚注)。1983年后的资料引文，、则未予注释。

对审计术语、专用名词，也未予注解。有关数据一般用阿拉伯字

表示。、民国时期的有关金额，以当时流通货币数额记。为反映史

貌，1949年至1955年3月的货币数额，也以旧人民币值记。1983

年后的金额单位，一般按统计资料以人民币万元记，万元以下四

舍五入。



五、1987年8月，常德地区审计局成立本志编纂领导小组，

并派人开始搜集资料。1988年8月，本志篇目五易其稿，再由

局务会议审查修改，并报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审定。年底前编

出送审稿。1989年2月，本志送审稿报经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

会审查并同意开评后，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与地区审计局联合

召开评审会议，经到会省、地专家、教授们评议通过，并提出修

改意见。同年3至lo月，本志稿经再度充实修改、全面加工

后，由局领导审查同意，送经常德市(由原地区改市)地方志编

纂委员会审核定稿。

由于编纂水平有限，时间仓促，难免误漏，敬请读者批评指

正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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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者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



关予请求翰确羽伏山“太和观"产权和群次

维修经费幻报告

髑市人民政府：
掇据市¨人大-和1Ir敢蔚领导几次视察羽伏山，对开发翔饿玲

薮游事业所停静耘最为7更好的琛护文物古迹，继承民族文化遗

产。开展正常I睐赣活动，便河伏森林公园景点建设配套，袭时舞

地察看了“太和观纷现执’‘．看后，我们感到精心与担心；痛心舸是

历史遗留下来的文物古迹无人管毪．年久矢修，已是残壁断垣．；芋1

疮百孔。摇摇欲坠；担心的是常有番客磕拜．以及大批春游，秋游

的中小学垒到此野炊，随时有1日房倒塌侥人之险鉴于以上买际情

况．因“太和观槲在离孥河伏林场t市林科魔基龟J管辖范围内，

请求将其产权明确归国营期饫林场I市林科所，，井负责管理和维

修·同时．除产权单位计翔自筹维修资金125万元外．另请求币玟腑

解决维修经费6·5万元·

l灶报告当否·请批汞

常想市林科瑰

呈报摹位鼠蝴河懒
常德市文物工馆歌

一九九三年五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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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我国审计始于西周，其后历代延续，少有中断。西周“天官

冢宰”之下设“宰夫”。“岁终，则令群吏正岁会，月终，则令

正月要；旬终，则令正日成。而以考其治，治不以时举者，以告

而诛之。”(《周礼·天官冢宰第一》)宰夫通过对各官员每十

天、每月、每年的会计文书进行审计监督，考核其政绩优劣。如

发现失职行为，则呈报上级加以诛罚。秦代专设御史大夫，直接

辅佐皇帝对各行政区域逐级呈送的“上计报告’’进行察核。西汉

沿用秦制，改“上计”称“计相"，以突出监督地位。三国、

晋、隋时期的审计，由都管尚书之下的“比部曹”兼司。

唐代(618～907)，社会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为加强对财

政的监督，将审计监督从兼管部门划，出，先后设立“度支郎”、

“度支郎中”、“司度”、“户部侍郎”、“比部”、 “司计大

夫”，“司计”等独立机构人员，勾天下钱谷簿书。宋代初期，户

部、度支、盐铁三司主管财经工作，并兼司审计。因审计由财经

部门兼管，结果监督不力，以致营私舞弊者多。宋太宗淳化时

(990～995)设审计院，掌审套从宫廷至佐吏的赋禄开销。该院

没置时间虽短，但审计一词由此而出。元世祖至元6年(1269)，

户部下设审计科，也称“置计，，，负责审查参政左右两司钱谷出

纳、营缮的数计簿籍。

。明洪武15年(1382)，改御史台为都察院，下设都御史和13道

监察御史，巡视仓库，查核钱粮。并设有吏、户、礼、兵、刑、

工6科，其户科都给事中，核岁入金谷，监钱钞杂物。清代多沿

明制，设户部掌财计，由科道司审计。雍正元年(1723)，划上

述6科子都察院，其户科、工科都给事中，与该院所辖15道监察

御史，兼负所有银物出纳、钱粮奏销、赋役由单、建造工程等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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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册据的察核。宣统2年(1910)，资政院会同度支部，奏定国

障章程，拟独立设置审计院盘查国库，却未能实现。明、清两

代，审计监督体制从组织结构上开始形成，但因审计划归部门兼

管，未能独立于行政之外，监督职能无法充分行使，以致管理混

乱，吏治腐败。

民国伊始，孙中山实行行政、司法、立法、考试、监察五权分立

制。国民政府在监察院下设审计处，各省设审计分处。湖南将会计

检查院改为湖南审计分处，并制订审计法规。常德各县有关财政

财务收支计算书类，由县议会、县知事审查后，送请该分处审

核。民国3年(1914)9月至11年(1922)12月，湖南未设审计机构。其

间前2、3年内，各县岁入岁出预、计算书表，呈送省财政厅核

转中央审计院察核。后因军阀混战，湖南审计中断达5、6年之久。

民国12年(1923)1月至18年(1929)初，省审计机关经历了由湖

南省审计院到湖南省审计处的变更过程，内部审计开始在省有关

部门进行。常德各县兼理国家审计的县议会、财政委员会分别于民

国12、15年后相继成立。行政事业财务审计，财政预、决算审计，

专案审计等业务活动得以开展，并见诸常德有关审计史实。

民国18年(1929)5E至27年(1938)10月，湖南省审计委员会对

常德省款部分的收支，由本地审核后再进行复审；对中央款部分的

收支核转国民政府审计院(民国20年后更名审计部)核准；常德

地方款部分的收支，则由各县财政委员会进行核准。其间中央、

省、常德地方审计监督机关所进行的审计事项，有财政预、决算

审计，行政事业、工商企业财务审计，基本建设审计以及交代审计。

((修正湖南省教育机关审计委员会规程))于民国19年(1930)7月

公布施行后，常德各学校及主管部门内部审计始得逐步推行。26年

(1937)9月后，各县设会计主任办事处，负责省、县款会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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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及其审核监督，并对有关会计规程执行情况进行指导、查核。

民国27年(1938)10月，中央审计部在省设立湖南省审计处，

实行垂直领导，湖南省审计委员会随即裁撤。后至38年(1949)7

月，常德地方中央、省款部分的财务审计，一直以上级审计机关

为最终审定。各县中央、省款部分财务初审与县地方款收支预、

计、决算的核准，到33年前后，主要由县财务委员会负责。民国

34年，各县参议会重新建立，贝0由该会办理有关财政预、决算的

审核。其后，各县财务委员会监督职能开始消失，有关审计业务改

由县会计室负责。民国27年至38年，常德审计事业得到较为迅速

的发展，有关审计规程逐步健全，且较为严密；审计业务活动

十分频繁，且事类较多。在纵、横向层次上，实行三级三审制；

在审计方式方法与项目种类上，与当代审计相近；在审计体系方

面，兼国家审计与内部审计为一体，同时推行。尤其自民国34年

后，常德的财政审计、行政事业审计、委托审计与调查，以及内部

审计收到一定的监督效果。但因社会制度所限，政治腐败，加之

战事频仍，以致审计监督职能作用，未能得到充分发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为适应经济恢复与发展的需要，

国家审计机构人员设在各级财政部门。有些大行政区还曾设立会

计局或会计室，负责各地各级的审计工作。一些大中型企业与行

政事业单位，也曾实行内部审计。常澧(德)区专员公署及所

属各县、市(以下简称专、县两级或专、县市)财政科(局)

内设有专职审计员，个别县财政科内设审计股(室)，主要负责

对所属行政事业单位经费收支预算的审核与支出计算的审核报

销，以及开支范围与供给标准的厘定。在实施审计中，严格执行

预算制度与有关财经法规，对于预算外开支与违纪额，一律给予

剔除或拒绝审核。税务、银行、工业、建设、文教、粮食等部门，与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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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学校等企事业单位，以及常德军分区内，均设有审计机构或审

汁人员，承办内部监督稽核。

1952年，全国学习苏联设置监察机构的管理办法，常德专、

县(市)财政部门将财政检查员改为财政监察员，并开始筹建监

察机构。1953年至1957年，常德内部审计先由各专业监察与稽核

所取代。财政部门部分审计人员逐步改行充实监察工作。1958年

后，精简合并机构，强调群众监督，审计与监察工作均被取消，

原有财政监察及少数审计人员充实到预算管理与其他财务机构。

1960年至1966年，专、县(市)财政部门为加强财政管理，曾设

有总会计与审计员，或总会计兼审计员。其间，财政监察机构也

重新建立。但这类机构人员的工作性质已经不同于建国初期的审

汁，主要属于财政管理。1967年后，财政部门及其他专业部门监

察稽核工作，基本处于停顿。

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逐步推行经济

体制改革。为适应改革开放与经济建设发展需要，1983年8E，

地，县(市)政府开始筹建国家审计机关。1984年，全区审计机

关坚持“边组建，边工作"的方针，按时完成组建任务，并对部

分项目试审。同年，内部审计工作在汉寿县恢复试行。1985年，

第一次全国与全省审计工作会议结束后，全区国家审计工作围绕

经济体制改革，配合整顿党的组织，重点对盈亏大户，教育经费

等专项资金，进行审计与审计调查，圆满完成当年审计工作计

剐。同年，地区和大部分县(市)部门、单位内部审计工作普遍

开展，少数县的农村合作经济审计也开始摸索进行。尤其是汉寿

县单位内部审计与临澄县审计局实行的定期报送审计，已取得经

验，被省审计局向全省推广。

1986年，常德继续贯彻上级关于“抓重点，打基础"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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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全区审计机关注重抓好自身的基础建设，并大力加强审计监

督，狠抓重点审计项目的查处，带动内部审计工作的深入开展。

国家审计机关始终坚持以监督为主，寓服务于监督之中，通过进行

县、市财政决算审计，部分乡镇财政审计，国营工商、物资企业

经营承包与厂长、经理离任经济责任审计，行政事业财务定期报

送与就地审计，基本建设审计，专项资金、行政经费支出情况的

审计与审计调查，加强经济监督与宏观控制，收到明显效果。全

区国家审计结束单位(项目)753个，分别为1984年的9．4倍、

1985年的1．5倍以上；共查出违纪额4118．6万元，决定收缴财政

894．5万元，当年入库率为90．2％。审计机关内部机构设置与人

员配备，有关审计规程与审计人员岗位责任制的健全，办公用房

与职工住宅兴建，工作、生活车辆购置与其他条件的改善，中央

电视大学常德分校二年制审计专业班与有关短期业务培训班的举

办等项工作，得到全面发展，跃居全省前列。

1987年，全区围绕增收节支，深化改革，突出“查处弄虚作

假，钻改革空子，制止乱摊派、乱集资，揭露官僚主义造成重大

损失浪费”三个重点，开展审计工作。通过对集资摊派、经营亏

损、公路养路费、支农扶贫资金、城建资金、民政事业费进行审

计与审计调查，并坚持推行定期报送审计，租赁承包经济责任审

计，自筹基建资金来源审计鉴证三项必审制度，收到一定成效。

这年，审计监督面延伸到工交、商供粮贸、农林水利、文教卫生

企业与城建物资企业，财税金融机构，行政事业与利用外资单

位。其中对部分单位已进行两次以上的审计。但在下半年，因各

级政府曾一度强调，各监督部门为改革“开绿灯”，使常德审计

受到了一些不良的影响。同年，社会审计开始起步，内部审计

在方式方法上也有创新，但工作发展不够平衡，有的单位、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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