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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建忠

在宁夏地方志编委会办公室的指导帮助下，在自治区审计厅党组的领导下，经过编

纂人员四年的努力，几经修订，《宁夏审计志》现终于付梓成书。这是宁夏审计史上的一件

大喜事，值得庆贺。

审计作为一种社会经济监督活动，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顺应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决定实行审计监督制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宪法》规定，1983年以后宁夏全区各级人民政府均成立了国家审计机关o 20余年来，在

国家审计署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宁夏的审计事业得到了长足发展。全

区各级审计机关，紧紧围绕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中心，认真履行监督职能，积极开展财

政、金融、工交商贸企业、行政事业、外资运用、固定资产投资、社会保障资金、农业与资源

环保资金、经济责任以及专项资金等多项审计工作，为严肃财经法纪，维护国家财政经济

秩序，促进廉政建设，保障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审计成为发展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环节。编纂《宁夏审计志》，既是为审计工作者

提供历史借鉴，也是促进审计事业向前发展，更好地发挥审计作用的需要。

《宁夏审计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真实、客观、系

统地记述了宁夏审计工作的历史。根据自治区档案馆、审计厅档案室查阅的资料和审计

厅各处、室及各地、市、县(区)审计局提供的资料，进行整理、归类、分析、汇总后，全志共

设5篇21章80节。志书内容以记述国家审计机关的审计业务为主，同时反映机构沿革、

审计管理以及内部审计和社会审计情况。审计项目的编写，妥善处理了自治区、地(市)、

县(市、区)三级审计交叉重复的问题，以自治区审计厅为主，地、市、县(区)审计机关辅

之，突出重点，综合记述。志书内容翔实，结构合理，基本上反映了宁夏审计工作20余年

来的发展过程和工作业绩，具有重要的存史价值。

我国历史上的各个朝代都十分重视编纂志书的工作，并肯定志书具有“资政、教化、

存史”的功能和作用。《宁夏审计志》与其他志书一样，也具有服务当代、有益后世的作用。

《宁夏审计志》的出版，不论是当代审计工作者，还是后代审计工作者，都可以从中了解审



·2· 宁夏审计志

计的历史，增长见识，汲取经验，对于改进和完善今后的审计工作，进一步发展审计事业

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o

《宁夏审计志》是集体智慧的结晶，饱含着全区广大审计工作者辛勤劳动的成果，也

凝聚着编纂人员的心血，在此一并表示衷心地感谢!通过《宁夏审计志》的出版，希望全区

审计工作者一如既往，奋发向上，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努力扩展审计成果，开创审计事业

灿烂的未来，谱写更加辉煌的审计篇章o

2006年6月20日



凡例

凡例

一、本志以现行宁夏回族自治区行政区划为准，记载宁夏审计机关自1983年7月成

立至2004年底的审计工作及其有关事项。

二、本志以文为主，辅以图表，照片。全志用现代汉语语体文，记述体，尊重历史，实事

求是，述而不议。

三、本志所用资料、数据，均以历史档案为准。

四、本志共设5篇21章80节，志前设大事记，附录为重要审计文献。大事记采用编

年体，一事一记。重要审计文献为自治区党委、政府发布的有关审计工作的主要文件和自

治区审计厅制定的重要审计工作制度、规定、办法等，全国性的审计法规、制度未列。

五、本志文中所称“自治区”、“全区”乃指“宁夏回族自治区”o

六、本志用第三人称书写。文字一律按1992年7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颁布的《出版物汉字使用管理规定》使用统一简体字；数字按

1995年12月13日国家技术监督局颁布的《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使用，有小数点的

数字，一般保留小数点后两位；计量单位、符号的使用，遵循国务院1984年2月27日颁

布的《关于在我国统一实行法定计量单位的命令》的规定；时间通用公元纪年。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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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概述

审计是独立检查会计账目，监督财政、财务收支真实、合法、效益的行为。建立和发展

具有中国特色的审计监督制度，对于维护财经秩序，加强宏观调控，规范市场行为，促进

廉政建设，保障国民经济健康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作用。

中国的审计制度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早在西周时期，即已出现了审计业务的雏形。

当时，在中央政权设置的官职中，位于下大夫的“宰夫”一职，负责审查“财用之出入”，并

拥有“考其出入，而定刑尝”的职权，其所从事的工作具有审计的性质。春秋战国时期，建

立了“上计”制度，各级地方官厅对于所辖区域的人户、田地的增减，财物、税赋的出入等

情况，汇总编制成册，逐级上报直至朝廷审查考核。秦汉时期由御史大夫行使监察权，其

中包括审计职责，负责监督中央和地方各级官署的财经收支，主持和审理“上计”工作，使

“上计”制度进一步发展和完善。魏晋南北朝时期，建立了独立于财计部门之外的专职审

计机构——比部，“掌内外诸司公廨及公私债负，徒役工程，赃物账及勾用度物”。隋唐时

期，将比部隶属于刑部之下，进一步突出了比部的财务审计职能及其地位。特别是唐代，

由于经济发达，政治稳定，对中央和地方的财物收支实行定期的审计监督，使审计地位明

显提高，审计工作有了进一步发展。宋初的财计大权统归三司掌管，三司使“掌邦国财用

大计，总盐铁、度支，户部之事，以经天下财赋而均其出入焉。”淳化三年(公元992年)，宋

朝政府设立审计院(后改为审计司)，乃中国审计机构定名之始，正式出现了“审计”一词。

曾一度与宋朝鼎立的西夏王朝，仿宋建立了一整套官制，其审计监督工作也由三司等兼

职负责。元、明、清三代的国家审计陷于中衰时期，取消了比部，虽有审计监察事务，但未

设专门的审计机构。元代刑部之下未设比部，审计职权主要由御史行使，限于其经济文化

水平，审计发展无甚起色，到中后期成为非常薄弱的环节。明初在刑部之下仍设有比部，

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取消比部，审计监察职责由都察院行使。都察院有十三道监察御

史，每道设置监察御史数人，负责审查国有仓库钱粮出纳账籍，巡查京都工程营造项目、

各地有关盐茶等项收入，揭露和弹劾贪官污吏等。但因没有健全的审计体制，吏治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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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察机构名存实亡，使明代中叶以后的审计徒具虚名。清代仍由都察院行使审计监察职

权，都察院下设六科给事中、十五道监察御史及科道各差。其中六科给事中设吏科、户科、

礼科、刑科、兵科、工科，专管中央六部百司的稽察事宜，“大事复奏，小事署而颁之”。都察

院对地方各省的监察审计工作由各道负责实施。由于清代推行行政与监察相结合的审计

体制，致使弊端从生，在全国形成了一个贪污贿赂网，经济案件层出不穷。有的御使为保

其禄位，对权贵贪污视而不见，有的则因缺乏审计知识而无觉察，致使审计工作流于

形式。

辛亥革命后，民国元年(1912年)9月，北京的北洋政府国务院成立审计处，隶属国务

总理，掌管全国会计监察事务。民国三年(1914年)5月，北洋政府公布约法，于会计第八

章第57条规定“国家岁出岁入之决算，每年经审计院审定后，由大总统提出报告书于立

法院，请求承诺。”同年6月，根据约法规定，改审计处为审计院，直隶大总统。10月颁布

《审计法》(共19条)及有关审计章则。民国十四年(1925年)8月，成立于广州的国民政府

宣布成立监察院。监察院设五局及政治宣传科，由第二局掌理训练及审计事务。同年11

月，国民政府公布《审计法》(共17条)及《审计法施行细则》。民国十七年(1928年)3月，

南京国民政府公布审计院组织法，7月宣布成立审计院，隶属于国民政府。民国二十年

(1931年)2月，审计院改为审计部，隶属国民政府监察院，规定各省设立审计处，管理省

内中央及地方各机关的审计稽察事务。宁夏省政府由于自身条件不备，未设专职审计机

构，于1935年春将省府的总会计室扩充改组，正式成立审核处，专负全省各机关经费及

一切财务收支稽核监督事宜。审核处下设总务科和会计科，总务科专司全省财政监督与

统计及各种会计法规之拟定事项，会计科专司政府各厅、处、局办公物品之购发及其他会

计事务。凡属省库支出之款项，均须按期编制预算，送经审核处审核后再行开支；各机关

之报销均须按月依照所编预算，造具报销册据，送经审核处审核无误，方能报销。同年6

月，南京国民政府监察院在兰州设立甘肃、宁夏、青海监察区监察使署，“视察吏治实况与

民间疾苦”。1941年1月，宁夏省政府根据国民政府关于各省审计处与会计处的组织规

程，将前审核处改组为会计处，掌理全省各机关经临各费之勾稽核销事宜，限于条件，仍

未专设审计处。会计处为全省会计、审计之总机构，下设一、二、三科，各科分设稽核、调

查、会计、庶务等股o 1942年4月，审计部甘肃省审计处成立，掌理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4省内中央及地方机关之审计稽察事务。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央苏维埃政府，于1932年在江西瑞金成立了中央苏维埃政

府审计委员会，并于1934年颁布《审计条例》。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设立审计处，

各分区及所属各县设审计机构或审计员，审计包括宁夏部分地区在内的边区政府所属各

机关、部队、团体、学校的经费、粮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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