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营市直部门(行业、单位)志

瓦赢1
I—．．．．．．．．．．一-

中华书局



芽营了何审一乡，志
DO NG Yl NG S H I S H E N J I Z H I

“东营市窜汁志》编纂委员会编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东营市审计志／《东营市审计志》编纂委员会编

一北京-中华书局，2003

I SBN 7一l 0 l一04 l 04—3

I．东．．． II．东⋯ III．审计一工作一概况一东营市

IV．F239．227．5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88593号

东营市审计志

((东营市审计志》编纂委员会编

木

中华书局出版发行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100073)

深圳市朗前印刷设计有限公司印制

东营大志文印社激光照排
木

7 8 7·1 092 1／1 6 l 7．94印张20插页3 32千字

2003年1 1月第1版 200 3年1 1B第1次印刷

印数：1—1 000册 定价： 1 28元

ISBN 7一101—04104—3／K·170I



名誉主任

主 任

第一副主任

副主任

委 员

东营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

(2003年5月)

石 军

刘国信

陈 胜

周燕明 李金昆 李友丰 郑云国

薄万坤贾文昌 薛荣建

杨梦斌 田和友 赵福恩 孙德祯

阎树信 田青云 张洪生 孙 波

张寿华 宋金兰 刘晓江曹金声

赵宏儒 陈安忠 王延亮 王相溪

张卫岳恩锋许恒金石磊

东营市直部门(行业、单位)志审稿小

组 长

副 组 长

成 员

本志责任审稿

薛荣建

李德辉

孙明钦高清云 王正友

李德辉王正友
’



名誉主任

主 任

第一副主任

副主任

委 员

东营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

(2003年5月)

石 军

刘国信

陈 胜

周燕明 李金昆 李友丰 郑云国

薄万坤贾文昌 薛荣建

杨梦斌 田和友 赵福恩 孙德祯

阎树信 田青云 张洪生 孙 波

张寿华 宋金兰 刘晓江曹金声

赵宏儒 陈安忠 王延亮 王相溪

张卫岳恩锋许恒金石磊

东营市直部门(行业、单位)志审稿小

组 长

副 组 长

成 员

本志责任审稿

薛荣建

李德辉

孙明钦高清云 王正友

李德辉王正友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东营市审计志》编纂委员会

主 任张吉利

副主任于平

李华敏

特邀顾问 陈曾毅

刘长善

委 员郭培亮

王昭界

成志强

主 编张吉利

副主编李华敏

李玉平

冯培勤

赵连敬

高志勇

王利民

夏清波

蔡玲

邓志刚

赵致华张树芹耿

韩奎祥傅洪章马芙蓉

周立华

李志山

张子华

陈俊林

编委会J力I公室

主 任李华敏

副主任蔡玲陈俊林

邓 镇

赵冬云

温绍云

郝导群

李建华

{，j，；，：，●■—、



《东营市审计志》编纂委员会

主 任张吉利

副主任于平

李华敏

特邀顾问 陈曾毅

刘长善

委 员郭培亮

王昭界

成志强

主 编张吉利

副主编李华敏

李玉平

冯培勤

赵连敬

高志勇

王利民

夏清波

蔡玲

邓志刚

赵致华张树芹耿

韩奎祥傅洪章马芙蓉

周立华

李志山

张子华

陈俊林

编委会J力I公室

主 任李华敏

副主任蔡玲陈俊林

邓 镇

赵冬云

温绍云

郝导群

李建华

{，j，；，：，●■—、



取

局

小

计

市

树

2k石

出

抓

局

改机的济市督设用



会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东营市人民政府副市长f1矽J
2003年8月18日



序 二

中国的审计监督制度由来已久，源远流长，其萌芽可上溯到3000年前

的西周。作为社会经济发展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审计虽受到历代社会兴

衰的影响，但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却日益重要并且越来越不可替

代。党的十六大从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强化对权力制约和监督的高度，对审

计工作提出新的要求，赋予审计机关更重要的职责，突出强调要“发挥司法

机关和行政监察、审计等职能部门的作用’’，为审计工作注入更加强大的发

展动力。

东营市审计机关1983年11月成立以来特别是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

国审计法》实施至今，在省审计部门和市委、市政府正确领导下，随着东营市

经济社会事业的快速发展，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社会影响显著增强，工作水

平不断提高，工作力度不断加大，审计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各项工作逐步走

上法制化、制度化和规范化轨道，取得丰硕的审计成果。尤其是随着我国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全市审计机关认真贯彻“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努力适应形势发展要求，与时俱进，创造性开展工作，树立起

东营审计廉洁、公正、务实、高效的良好形象。20年来，全市审计机关共审

计查出各类违纪违规行为金额340697万元，其中应上交财政金额32366万

元，已上交财政金额29490万元，向纪检监察和司法机关移送案件16起，提

交审计报告2355篇，提出审计意见和建议3691条，为保障东营市经济社会

事业的快速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编纂新的地方志和行业志，是两

个文明建设的需要，功在当代，泽及后世。为使人们全面了解东营审计事业

的历史和现状，更好地总结经验，汲取教训，把握审计工作发展规律，更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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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地做好新时期的审计工作，东营市审计局组成专门的修志班子，本着鉴

古明今、继往开来的原则，遵循“资政、教育、存史"的编写意图，广搜史料，严

肃考证，精心编排，辛勤编写，在市史志办指导帮助下，历时8个月，编纂成

志，向东营市建市20周年和审计机关成立20周年献上一份厚礼。作为东

营市的第～部审计专业志，其出版发行必将为社会各界更好地了解东营审

计提供一条重要渠道。

当前，东营市的社会经济发展进入一个继往开来、快速发展的崭新时

期。回首过去，东营市的审计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瞻望未来，东营市的审

计事业将与黄河三角洲的明天一样更加辉煌、美好!

志书付印在即，不胜欣喜，仅书片言，权以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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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东营市审计志》是全面记述东营市审计事业发展历史和现状的资

料性著作。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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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坚持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运用现代科学理论和方法，全面真

实地反映建市以来在改革开放中蓬勃发展的东营市审计事业的历史和

现状。

二、断限；原则上上限起于1983年建市，下限止于2002年底。

三、结构：采用章节体，设篇、章、节、目、子目5个层次。卷首为彩色图

片专辑；正文首设概述和大事记，总揽全书；中设专志8篇，横排门类，纵述

史实；末设附录。表随文而设。

四、体裁：采用述、记、志、图、表、录等形式，以志体为主。

五、纪年：用公元纪年。

六、计量单位：采用法定计量单位，志中金额以万元为单位，小数点后保

留两位小数。

七、数字用法：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七单位公布的《关于出版

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为准。

八、有关人物，本着“生不立传”的原则，对领导人物只写简历，不作传

记；对先进人物，按表彰时间列表记述。

九、文字资料一般不注明出处，主要数据以年度统计报表、《东营市志》、

《东营年鉴》等公布的数字为准，有些数据由市审计局有关科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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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审计制度萌芽于西周，迄今

已有三千余年历史。从西周至清代，

中央政府均设审计机构，并有审计制

度。1911年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先

后设置中央政府审计处、审计院和监

察院审计部等审计机构。新民主主义

革命时期，山东革命根据地设置审计

机构。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

后，虽没有单独设立审计机构，但审计

工作融合于财政、财务工作之中。

1982年以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宪法》(以下简称《宪法》)规定，全国县

以上各级政府普遍建立审计机关。审

计作为社会经济发展机制的重要组成

部分，虽受历代社会兴衰的影响，但在

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却越来越成为不

可缺少的积极推动力量。

我国《宪法》确立了审计监督的法

律地位。《宪法》第91条规定：“国务院

设立审计机关，对国务院各部门和地方

各级政府的财政收支，对国家的财政金

融机构和企业事业组织的财务收支，进

行审计监督。”“审计机关在国务院总理

领导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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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第109条规定：“县

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设立审计

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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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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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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以

下简称《审计法》)正式颁布并自1995年

1月1日起施行。1997年10月21日，

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

施条例》，国家审计工作真正步入法制化

的发展轨道。

我国的审计体系按照审计主体的

不同而分类，可分为国家审计、内部审

计和社会审计。国家审计是指由国家

审计机关所实施的审计。国家审计是

一种法定审计，被审计单位不得拒绝。

审计机关作出的审计决定，被审计单

位和有关人员必须执行。审计决定涉

及其他有关单位的，这些单位应当协

助执行。内部审计是指由部门和单位

内部设置的审计机构和专职审计人员

对本部门、本单位及下属单位进行的

审计。它包括部门内部审计和单位内

部审计。部门内部审计是指国家审计

机关按照部门或系统、行业所设置的

独立的专职审计机构和专职审计人员

对本部门、本系统、本行业及下属单位

的财务收支及有关经济活动所进行的

审计。单位内部审计是指企业、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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