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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九江市审计志》为九江有史以来第一部审计专业(部门)

志。

二、志书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

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

观点，实事求是地记述九江市审计局成立十年来的史实，力求思想

性、科学性与资料性的统一，以达到“资治、存史、教比”的目

的。

三、记述时间断限。除概述与第一章中的审计沿革上溯时闻较

远外，其他各章志文上限1983年，下限为1993年底，大事记延伸

至1995年底。
‘

四、记述地域，为1995年的九江市行政区域。即修水、武宁、

永修、德安、九江、星子、都昌、湖口、彭泽县、瑞昌市、浔阳、

庐山区、庐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局所辖地域。

五、记述内容。本着详市略县的原则，以记述市局活动为主，

对各县(市、区)及庐山风景名胜区审计局(处)的一些重大活动

则从略记述。

六、记述体裁。采用志、述、记、表、录诸体，以志为主。全

书共7章、28节，另加慨述、大事记和附录，共约26万字。

七、使用的数据。绝大部分以本系统历年统计报表为依据计

列，报表不能提供的系按可谨资料核定的。

八、采用的资料，限于篇幅，一律不注明出处，在此仅向提供

资料的单位致谢。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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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是政治、经济发展的产物，随着政治经济及其泡相关因素

的发展而不断扩展。审汁监督在维护国家财经法纪和正常的经济秩

序，促进廉政建设，保障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等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

用。

我国审计制度的历史渊远流长，始于西周时代，历经各朝，几

经兴衰，走过它漫长的发展道路。1949年全国解放后，开始的几

年，各级财政部门设有审计，履行审计监督职能，随后，由于学习

苏联，取消了审计。为了适应改革开放和发展的需要，真至1982

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宪法》规定，在中国实行审计监督制度，次年9月国家审计署成

立，县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审计机关相继建立。随后，各部门

和单位逐步建立了内部审计机构，社会审计组织也伴随着经济体制

改革的深入应运而生，蓬勃发展。1994年8月第八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

法》，它是一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既具有中国特色

又与国际贯例接轨的审计法律。它的颁布施行，标志着中国审计工

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我市、县审计局自成立以来，已走过了

十三年的历程，在上级审计机关和各级党、政领导下，紧紧围绕经

济建设中心，积极开展审计工作。通过加强审计监督，在严肃财经

纪律，维护经济秩序，促进企业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为

各级党、政领导提供决策依据，加强廉政建设方面做了大量工怍，

以实际行动为九江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作出了应有贡献。

为了缅怀既往，资治存史。策励未来，市审计局根据中共九江

市委、九江市人民政府的统一部署，成立了<审计志》编纂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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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i审计条例》为依据，运用辩证唯物主

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集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于一体，力

求全面、系统、准确地反映九江市审计事业的历史和现状，从

1993年6月开始，至1996年10月编纂完成了～九江市审计志》。

它的问世，对于九江市审计‘箨业的发展和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审计制度，将有重要的价值。

这本志书的编成，不仅凝集了编纂人员和各县(市、区)审计

机构领导和同志付出的辛勤努力，还得到了江西省审计厅志办和九

江市志办的热情指导，得到了市档案局及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与协

助，在此谨表谢意。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加上历史资料缺乏，志

书中的错误在所难免，敬请教正。

闵梦嫦

1996年lO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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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我国审计历史悠久。据史料记载，早在西周时代，设有“宰

夫”一职，春秋战圈时期建立了“上计”制度，这是中国审计制度

的萌芽。随着历史的演变，到了北宋淳化年间(公元992年)，设

置审计院，上自宫廷，下至佐史，凡赋禄开销的审查，均属审计院

职掌范围。“审计”系在我国历史上成为专用名词。及至近代，审

计有了一定发展，民国初年，北洋政府在国务院下设过审计院。并

颁布了《审计法》，江西省设立了审计分处。中国国民政府曾于

1931年在监察院下设立了审计司，1932年江西省设立了财政委员

会，1934年更名为审核委员会，同时，各县也设立了财政委员会。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县级以上的政府设氍『_人

民监察委员会。同时实行财审合一的制度。1950年九江市、县财

政部门设鼍了监察人员，行使审计职能，对政府及其所属单位的经

费开支进行审核。

1983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成立了审

计署，江西省成立了审计局，11月九江市审计局也相应诞生。九

江市所|莺的永修县、湖口县、瑞昌县(1990年改为县级市)、修水

县、都昌县、德安县、星子县、九江县、彭泽县、武宁县及浔阳

区、庐山区也于1984年先后建立了审计局。1985年，庐山风景名

胜区管理局设立了审计处，后于1989年划归江西省审计局直接领

导，成为省局派驻庐山的常设机构。

九江审计机羞成立lo年来，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过程：

1983一1985年，认真贯彻了“边组建、边工作”的指导方针，

这一阶段，大力抓紧机构组建，积极调配和培训干部，加强饥关制

度建设，并尽快地刨造条件，开展试审工作，采取以试审练兵，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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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审促组建，以试审打开局面。先后对林业系统、粮食系统、物资

系统以及部分商业、供销、外贸、行政’tt业和工矿单位开展了审

计。1984--1985年市县共审计338个单位，查出违纪金额315l万

元，应上缴财政金额1173万元，已上交财政840万元。审计工作

的举步，在社会上开始为人们所瞩目。

1986--1989年，遵循了“抓重点、打基础”的指导方针，这

一阶段，紧紧围绕经济建设中心，运用审计和审计调查手段，以维

护财经纪律为重点，严肃查处违纪问题。在审计方式上，由单一的

财务收支审计拓展为多类别的项目审计。在加强宏观控制方面，开

展了基本建设审计和自筹基建资金事前审if；在促进企业改善经营

管理，提高效益方面，开展了经济效益审计；在促进深化改革方

面，开展了承包经营责任审it；在协助考察干部，任用能人方面，

开展了厂长(经理)离任审计；为保护国家财产不受侵蚀，维护国

家法律尊严，开展了法纪审计；及时推广外地先进经验，对行政事

业单位开展了定期报送审计等等。在此期间，审计工作抓住重点，

精心探索，积极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服务，为宏观调控服务，为廉

政建设服务。1986--1989年全市共审计4908个单位，查出违纪金

额12267万元，应上缴财政金额3104万元，已上交财政2499万

元，抵拨财政拨款金额47万元，调整归还原资金渠道92万元，责

令调帐处理292万元。查出损失浪费金额619万元，促进增收节支

金额1057万元。四年之中，通过审计查出百万元以上的财经违纪

单位6个，取缔“小钱柜”100多个，金额达150万元。查出并处

理贪污受贿万元以上案件30多起，其中移交司法机关处理27件；

受党纪、政纪处份24人、从而为严肃财经法纪，维护经济秩序作

出了应有贡献。

1990--1993年，执行了“积极发展，逐步提高”的指导方针。

这一阶段的前二年，审计工作继续为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

和全面深化改革服务，强比了对基建资金和消费基金的监督，重点

查处流通领域的混乱现象。同时，加强财政金融审计，以发挥宏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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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控机能，促进审计监督向较高层次发鼹；一1992年，中共中央下

达了2号文件《关于传达学习邓小乎同卷重要谈i再柏洒知j，号召

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往新形势的要求下，市审

汁局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强化审计工作参与和服务r改革十f放的

意识，向中共九江市委、市政府及时提出了、关于加强改进审计工

作为振兴九江经济服务的几点意见的报告》和、关于审计工作促进

生产的融通意见》，并以此作为审it,ll作的指导思想，更好地为沿

江开放城市之一的九江经济快速发展服务。在审计方。法t，审计机

关加强了对重点部门、重点行业、重点项目、霞点资金和重点问题

的审计监督，充分运J田审计调查手段，发挥“一审二帮三促进”的

作用。对一般企业、一般蕾项则由内部审计机构和社会审计组织进

行审计。在微观审计中。立足于宏观着眼，探求丰厚审计效果的路

子，根据需要，采取由浅入深，从财务收支审计入手，向着内控制

度和经济效益进行延伸审计，加大帮促力度，更好地发挥审计监督

作用。1993年，根据党的十四大报告中关于：“我国建立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要在进一步改革计划、投资、财政、金融等管理体

制的同时，强化审计和经济监督，健全科学的宏观管理体制与方

法”的精神，对审计监督在社会主义市场宏观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

有了明确的认识。按照上级的部署，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强化审计监督，着眼宏观，突出重点，改革审计方法，提高审计质

量，把审计监督的重点进一步向财政、金融和重点建设项目等方面

转移，围绕改革和经济发展中的重要问题开展审计，加强为宏观调

控服务。在此期间，审计工作向着深层次的方向探索发展。199(卜
1993年全市共审计了5607个单位，查出违纪金额17132万元，应

上缴财政2939万元，已上交财政2483万元，抵拨财政拨款326万

元，调整归还原资金渠道1 138万元，责令渊帐处理2022万元，查

出损失浪费金额2043万元，促进增收节支金额837万元二为加快

九江改革开放步伐，大力发展市场经济起了促进怍用二

我国社会主义审汁的组织体系包括国家审计、内部审计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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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三部分。随着国家审计机关的建立，内部审计机构和社会审计

组织也相继诞生，形成了社会主义审汁制度的体系与网络。1984

年7月，市政府以市府发3l号文件，发出了《关于建立我市部门、

单位内部审计机构的通知》。各县(区)人民政府也接踵通知，在

县属重点单位建立内部审计。从1985年开始，内部审计机构陆续

组建起来，及时开展了审计工作。至1993年止，全市共有内审机

构282个，配备专职干部441人，兼职325人。截至1993年末，

全市内部审计累计审计了5406个单位和项目，处理和纠正违纪金

额4994万元，查出损失浪费金额1818万元，促进增收节支金额

2822万元，查出万元以上贪污贿赂案件34起，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34人。内部审计以它特有的职能，积极为单位领导当好参谋助手，

在加强经营管理，挖掘生产潜力，提高经济效益上充分发挥他们的

积极性。

在发展内部审计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内部审计性质的乡镇

审计组织。1988年7月，市审计局、市农牧局联合通知，决定各

级农经部门建立内部审计机构，实行对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审计监

督。同时颁发了《九江市农村合作经济审计试行办法》。1990年，

市人民政府转发了市审计局、农经委、农牧局、乡镇企业局《关于

在乡政府建立审计室实行对农村经济和乡镇企业审计监督的报告》。

乡镇审计推行的结果，修水县大部分乡都建立了机构，并开展了有

成效的工作，其它大部分县也有了行动。但由于经费困难，人才缺

乏，致使乡镇审计踟蹰难进。

社会审计是审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1985年7月，成立了

九江市审计咨询服务公司(后改名为九江市审计师簪务所)。1992

年建立了九江市八里湖开放开发区会计咨询服务公司(后改名九江

华浔会计师事务所)。1993年底在海南省建立了中山会计师事务

所。各县(区)也于1987年岳相继成立了审计事务所。社会审计

组织以有偿服务，自收自支，自负盈亏的方式，为社会各界提供眼

务。从建立以来，不断改进服务态度，提高服务质量，拓宽服务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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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增加服务项目，注重服务信誉，讲究眼务效果，因此，颇受各

界欢迎。到1993年止，全市开展财务收支审计、承包离任审计、

清理债权债务、经济案件鉴定、验资及年枪、资产评估、基建预决

算验证、咨询服务、建帐建制、担任常年顾问等服务项目共达

23194个单位和项目，为九江经济发展怍出了应有贡献。

总之，中国社会主义审计，是在新的历史时期，根据改革开放

的需要，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建立起来的。十年来，作为一门新

的学科，紧紧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在探索中不断得到发展，逐步向

着法制化、制度比、规范比的轨道迈进。对于严肃财经纪律，维护

经济秩序，加强宏观调控，促进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推

动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十年的足迹，在历史的长河中虽属

短暂，但为九江今后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审计制度打下了

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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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闺家审计

国家审计，系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在国务院

和县级以上地厅各级人民政府设克的审计机关。1983年起，九江

市及所属lO县、2区和庐山成立了审计局(处)。市、县审计机关

在本级人民政府市长、县(区)长和上一级国家审计饥关的双重领

导下，审计业务以上级审计机关领导为主，负责组织领导本行政区

的审计工作，依据罔家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并组织和指

导内部审计、社会审计的审计工作，对本地区经济领域的活动进行

全面监督。

第一节审计沿革

我国审计历史源远流长，早在二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就

有了审计监督思想。《周礼》中“以月要考月成，以岁会考岁成”

的记载，就是根据月报表(月要)考核官吏每月的政绩，根据年报

表(岁会)考核官吏每年的政绩。这种定期报表的审核制度称为

“上计”制度，封建王朝通过“上计”制度来审查财政收支和考核

地方官吏的政绩。

秦汉时期，实行御吏监督制度，在中央设有御史大夫，由御吏

大夫行使财政监督权，负责各郡的政治经济监察工作，地方各郡设

置监察御吏，从而在全国形成一个自上而下的审计监督系统。但在

秦汉宫制中，尚无专司审计职责的机构，也无专司审计职责的官

员。

魏晋时期，在都官尚书下设比部兼管审计职责，比部是我国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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