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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沦陷、解放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五个历史时期。在近80年的发展过程中，

由于长期没有独立的审计机构，审计监督活动时起时伏，直到1983年在黑龙江

省首次建立起地方各级国家审计机关，审计工作才进入了全面发展的新阶段。

、

清朝末年，清政府把清理财政作为宪政的重要内容之一。通过清理财政，为

实行预、决算做准备，统一全国财政。这是一项具有审计性质的工作，为建立

审计组织创造条件。

黑龙江省清理财政工作，以“稽核出入确数，调查一切沿革利弊，改良收

支方法，为编制全省预决算做准备"为宗旨，清理上报光绪三十四年前黑龙江

省的财政旧案，调查核实光绪三十四年和宣统元年全省财政的出入确数。在此

基础上，编制宣统二年的财政预算。清理财政，不只在于清理旧案，核实收支，

还在于调查沿革利弊，改良方法，开辟财源，增进收入。黑龙江省巡抚周树模

在《江省近年整理财政之大概情形奏折》中写道：“无论办一国之事，办一方之

事，均视财政之盈虚，以为设施之大小。故理财为圣哲恒言，经济为近今专

学"。并指出：“一年来，通过对财政的清理，订立新章，剔除宿弊，开拓财路，

已粗著成效’’。

通过一年来对财政的清理整顿，黑龙江省提前于1910年(宣统二年)3月

1日开始试办财政预算。黑龙江省财政管理的统一已初见端倪。试办预算也为建

，立审计机关创造了条件。1911年(宣统三年)5月东三省财政审计处成立，并

拟组建黑龙江等三省审计局。当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覆没，拟组织的

三省审计局遂告终止。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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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审计分处裁撤，这是黑龙江省审计初兴之后，从审计体制、审计重点到审计

方式发生的一个大变化。 ．-

在审计体制上，由派驻黑龙江省审计分处以块块为主的就地审计，变为集

权于中央政府，以条条为主，向审计院的报送审计；在被审单位与审计部门的

关系上，由：就地直接的审计关系变为转送的间接审计关系；在审计内容和审计
方式上，则宙以稽核支出为重点的事前审计和事后连续审计，变为以审查决算

为重点的单一的事后审计。这个变化，对各官署、官业财政收支执行中问题的
·4· ，



概 述

发现和处理，则不象审计分处就地审计那么直接，!那么及时了。 ．．o

黑龙江省改为报送审计之后，据已查到的资料记载，内务、财政、外交、农

商等部在黑龙江所属机关、厂、矿，报送审计的主要是月份支出决算。审计院

审计发现的问题多是无概算和超概算支出。对审计出的问题分别不同情况，视

情节的轻重，给予处理。黑龙江审计分处撤销之后，对于官吏交接之监督仍由

财政厅执行。

黑龙江省实行的报送审计，自1918年(民国7年)起，各官署、官业不如

期报送或不报送者日多。特别是1922年(民国11年)第一次直奉战之后，黑

龙江省各官署、官业向审计院报送审计自行终止。．t” 一．，
’

、

1927年(民国16年)国民党南京政府审计院接收北京政府审计院之后，重

新颁布了《审计法》和《审计法实施细则》。《审计法》及其《实施细则》规定：．
·

“凡主管财政机关之支付命令，需先经审计院核准，未经核准之支付命令，国库

不得付款。力又规定，“各省审计分院未成立前，审计院所定之审计程序，对地

方政府财政收入和支出的审计暂不实行。由于东三省实行区域自治，黑龙江地

区县、乡(镇)在财政管理机构之外，曾建有财政监察委员会，，负责“审核地

方各项预算、决算，监察财政局收支款项，办理县乡政府委托监察财政之事

项静，实行具有审计性质的对地方财政的监督。直至1931年(民国20年)。九

·一八一事变，东三省沦陷，民国初期黑龙江地区的审计遂告结束。‘ j

1931年(民国20年)9月18日之后，东北相继沦陷，随后成立伪满洲国。

各省财政机构被撤销，财权、金库管理、征税权利统归伪中央政府。各省经费

支出直报伪中央政府批准。有关财政预决算编制、资金计划运用、国库钱款管

理等，均由伪国务院总务厅直接掌握。作为以监督检查官署财务预算执行和决

算为主要内容的审计，完全控制在伪中央，直接掌握在日本人把持的伪中央政

府监察院审计部(后改为国务院审计局)，各省均不设审计机构，充分反映了殖

民地审计的特征。

由于财政收支的审计监督权直接控制在伪中央政府，其主要审计方式则是

向审计部(局)直接送达审计。对黑龙江地区各省上报的月、年岁入岁出计算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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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各种现金出纳计算书，国债目有财产增减计算书，政府有价证券收付计算

书等，进行书面审计。审计部或审计局在实行经常的大量的书面审计的同时，还

实行委托审计和派员检查。 ，

四

1945年“九·三一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了适应解放战争形势的需要，节约

每一个铜板支援前线，争取解放战争的胜利，北满各省各级政府财政机构，建

立了战时财务支出预决算制度和首长负责的供给性财政的审计制度。

1947年8月，东北财经会议之后，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经济建设的

展开，东北财政由分散管理逐步转向统一管理。新的形势，对加强财政监督的

要求日益迫切。东北行政委员会在统-修订各省政府机构编制的基础上，黑龙

江、松江、嫩江、合江、牡丹江等省在财政厅内部建立了审计科或审计处。各

市县财政局、科也逐步建立了审计机构或配备了专职审计员。审计的主要内容

是对各级政府的经费和粮秣的预决算，临时追加的预算，以及人员编制等。

根据审计任务要求，黑龙江地区各省明确规定了审计部门和审计人员的主

要职权，以及与其任务、职权相适应的审计程序和制度，并严明审计纪律。‘

． 尽管这一时期的审计工作从属于财政部门，审计制度还不够完善，但在战

争期间的困难条件下，对严肃财经纪律，厉行节约，反对浪费，集中一切财力

物力支援解放战争，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直至1983年，30多年来，黑龙江省一直是通过财

，。，‘ 政、银行、税务等部门各自的专业管理，对财经活动进行监督，没有设立独立

的审计机关。
，

“文化大革命一结束后，随着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改革开放的深入，

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发展，迫切要求建立一个独立的，有权威性的专门

审计机关，：加强对财政经济的监督。《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在国务院和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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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县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设立审计机关，对国务院各部门和各级政府的财政收

支，对国家财政金融机构和企事业组织的财务收支，进行审计监督。

根据国务院《关于地方各级审计机关设置和人员编制的通知》和《关于地

方各级审计机关负责人职务名称的通知》规定，中共黑龙江省委和省人民政府

于1983年4月18日决定成立黑龙江省审计局。中共黑龙江省委1983年6月1

日常委会议决定建立省审计局党组，并与之相适应组建了内部处室机构。黑龙

江省审计局于7月1日开始对外办公。省审计局组建后，各行署、市、县审计

机构相继组建。为了“边组建、边工作一，迈好审计工作第一步，九月中旬，在

双城县举办了第一次市、县审计局长培训班；十一月中旬，在哈尔滨市召开了

第一次全省审计局长会议。这是黑龙江省历史上第一次建立起的独立的地方各

级国家审计机关，标志着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审计在黑龙江省的全面兴起。社

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审计，不仅与以往旧社会审计有本质区别，而且在审计任

务和职权上，还具有独立性、超脱性和广泛性的特点。它既对各级政府财政收

支进行监督，又对国家财政金融机构、企事业组织的财务收支进行监督；既对

有国家资金或接受国家补助单位的财务收支进行监督，又对利用外资建设项目

的财务收支进行监督；既对财政财务收支进行合规性审计，又对财政财务收支

结果进行经济效益审计。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不受其他行政

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

一

在建立国家审计机关实行国家审计的同时，还根据国务院通知要求，积极

创造条件，建立了部门和单位内部的审计机构，对本单位及其下属单位的财务

收支及其经济效益进行内部审计监督。为适应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

主义法制建设的需要，开始建立了社会审计组织，在国家审计机关管理和指导

下，接受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和个人委托，依法独立承办审计查证和咨询服

务业务。在黑龙江省，以国家审计机关为主体，部门单位内部审计为基础，社

会审计为补充的社会主义审计体系已初步形成。国家审计监督工作开始打开局

面，内部审计工作开始起步，社会审计已见雏形。并与之相适应，紧紧围绕全

省审计工作，开展了审计科学研究，成立了黑龙江省审计学会，组织了审计学

术交流。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审计制度，正在探索中前进。

自黑龙江省各级审计机构组建到1985年末的两年半时间里，黑龙江省审计

工作，大体迈出三步：
． 1．1983年7月至1984年末，在边组建、边工作、边摸索经验的基础上，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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