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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江县地方志编纂委员
连志委[1998]003号

关于同意《连江县审计志》出版的批复

连江县审计局：

报来<连江县审计志>初稿，经多次评审和补充修改，资料日

臻丰富翔实，指导思想比较明确，志书体例完备，．结构合理，文风

朴实，比较全面和客观地记述连江审计的历史和现状，突出反映了

县审计机构建立后依法开展审计监督的发．展过程，有较强的时代特

色和专业特点。该书的出版，将有助于人们进一步认识审计监督工

作的重要性，促进审计工作深入开‘展，维护财政经济秩序，加强宏

观调控和廉政建设，为连江经济腾飞发挥特殊作用。为此，经研究

同意出版发行。 ·

希望出版前进一步做好文字润色和校对工作，全方位提高志书

的质量和使用价值。

特此批复 i

连江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五日



连江县审计局办公地址在县政府四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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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江县审计局d歼局务会议研究修改《审计志》

福卅f rf『审Lt‘局在连江县召开f扣_毖建审计工作会议，市审计局局长商光秀

‘li+)．县委柏l创f．家松(中)、县长林学忠(右二)、市局副局长黄鸿铭(左一)
及县审计场局长邱吉雄、副局长林英灯在座(左二、二i)√11㈠㈠川㈠㈠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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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江县审计局开展“审计洼》知识竞赛活动场面

一九九五年七月县直有关财会负责人参加《审计法)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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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县审汁】：作会泌部署同级财政预算执行审计工作，林荚灯局长作动员

林学忠县长(右前·J听取fj炎财政同级审仆和审汁执法情况“：报，并作重

要丰i{}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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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市审计局商光秀局长f左一)等值临我县指导工作

福州市人大领导来我县视察审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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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一)

<连江县审计志>经过五年余的搜集、整理、修改，现已完稿

问世。它是连江县有史以来第一部全面系统记叙审计历史资料的地

方专业志。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设立审

计机关，实行审计监督制度。审计机关实行双重领导，对本级人民

政府和上一级审计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审计业务以上级审计机关

领导为主。审计机关依照国家法律规定的职权，对各级人民政府及

其各部门、国有金融机构、企事业组织以及其他依照法律规定，应

当接受审计的财政、财务收支的真实、合法和效益进行审计监督。

审计机关依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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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加强对财政、财务收支以及经济活动的审计监

督，严肃财经纪律，提高经济效益。加强宏观控制和管理，维护国

家财政经济秩序，促进廉政建设，保障国民经济建设健康发展。审

计监督是较高层次的经济监督，是宏观调控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过去连江县没有单独设立审计机关，历史资料匮乏，编写

人员以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着重搜集整理连江县审计机关1984

年成立以来，实施审计监督情况。本志各章、节资料翔实、具有资

政存史教化的功能，可供今后审计工作的借鉴和科学依据。敬请有

关专家，读者指教。

连江县审计局局长邱吉雄

一九九八年六月



序 言(二)

<连江县审计志>的编写，几经努力，费时五年多，现已完稿

问世。它是连江县审计事业有史以来第一部具有地方特色、专业特

点、时代特征的志书。

审计，在中国历史源远流长，几经兴衰。新中国成立以来，尤

其自1983年9月15日国家审计署成立后，连江县相继设立国家审

计机关。在县委、县政府和上级审计机关的领导下，依照<宪法>

赋予的权力和职责，积极开展审计监督工作。<连江县审计志>比

较全面客观地记载审计工作在各个阶段的活动和发展过程。突出反

映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中，县审计机关和审计人员积极探索审计

工作的新路子，坚持依法审计和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处理原则，

为维护国家财政经济秩序，促进廉政建设，提高经济效益，保障全

县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连江县审计志>编写人员，本着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的原则，

竭尽心力，广征博采，认真考证，科学编排，把审计的规律，历史

的正反经验，寓于记述之中。它将为连江县审计事业的发展，提供

煎奄所稳。后有辑鉴的历史资料。

在编写过程中，承蒙审计战线的前辈和有关单位的热忱帮助和

指导，借此成书之机，谨致衷心的感谢!

连江县审计局局长林英灯

一九九八年六月



凡 例

一、本志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中国共产

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

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

二、本志坚持“详主略次”、“详独略同’’的原则，重点记述连

江县审计机关成立以来，开展审计监督活动和审计机关人事变动情

况。

三、本志断限：上限一般从1984年县审计局成立起，下限至

1995年底止。

四、本志以大事记为经，专志为纬，共设八章三十六节，事以

类从，横排竖写，综合运用序、述、记、志、表、照、录等体裁、

后置附录。

五、本志数字书写，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单位1987

年2月1日公布<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为准。

六、本志一律使用规范化汉字语体文。

七、本志所用名称，第一次出现时均冠以全称，在括号内注明

简称。

八、本志所写中共连江县委或县委，系指中国共产党连江县委

员会。对几家银行名称出现县X X银行或X X银行县支行，也有县

X行均是指中国X X银行连江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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