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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峨山彝族自治县审计志》的编纂出版，旨在鉴往、启

后、资治、存史。

峨山县审计机关虽建立时间短，但审计工作经历了

“边组建、边工作"的创业时期，“抓重点、打基础”的探索‘

阶段，“积极发展，逐步提高’’的发展过程，以加快改革开

放，促进经济发展为己任，坚定不移也履行审计监督职

能，为依法审计做出了显著的成绩。

对峨山县财政税收、金融保险、工商交通企业、行政

事业单位及转换经营机制试点企业、基本建设项目、农业

专项资金等项目的审计事实，充分反映审计工作在纠正

违犯财经法纪，治理整顿、深化企业改革、转换企业经营

机制，保证农业发展资金运用，反腐肃贪、促进廉政建设

等问题，既有经济建设中出现新问题的深沉思考，又有十

年审计工作经验的全面总结。

审计工作作为政府经济监督部门，在我县的社会主

义建设过程中，在各个历史阶段，为我县经济建设、社会

进步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

过程中，审计作为法制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将会越

显其地位和作甩。

．峨山彝族自治县常务副县长尹振华
1994年lo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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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峨山彝族自治

县审计志》顺应历史，运应而问世‘，可喜可贺! ．

审计，是国家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护国家行政 ，

收支，经济监督的重要部门。它具有最为悠久的历史，根

据史料记载，在世界和中国的奴隶制国家中都已经有最

初形态的审计。从它的延生之日起，就显示了强大的生命

力。在漫长几千年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成长，壮大和完

善，直至走向现代审计的今天。

新中国的审计，根据1982年五届人大第五次会议通

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关于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

设立审计机关的规定，峨山县审计局于1983年儿月，在

全国上下改革开放声中建立起来的。并随着改革开放的

深入，在县委、县人民政府和上级审计局(处)的领导下，

认真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和改革开放等一系列方针政策， ．

紧紧围绕经济建设中心，从初建走过了“边组建，边工作，

抓重点，打基础，积极发展，逐步提高，强化审计和监督一： ．

艰难步伐，认真履行审计监督职能，在全县内对财税、金

融、农牧林、工商、交通、外贸，行政事业等各个行业，进行

了审计监督，对维护财经法纪，提高经济效益，推动廉政

建设，从宏观上保证了改革开放和治理整顿措施的实施。

为峨山经济发展，财政征收节支，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以
．2． ‘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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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相

内部

支政

奠定

建设

初级阶段；审计机关又处在幼年时期，审计与监督意识和

认识，尚未成为社会的共识，以及审计机关由过去微观转

变为宏观审计监督仍急待转变等。这些都存在认识和适

应转变的过程。党的“十四大"提出的“强化审计和经济监

督"目标，望各级党、政领导，干部职工和社会各界仁人，

来支持关心，让审计事业更快地发展，使审计工作真正为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

愿《峨山彝族自治县审计志》，为拓展峨山审计事业

起到存史、资治、教化的作用。

闻适，

1994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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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

“四项基本原则”，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实事求是地记述峨山县审计事业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断限时间，上限时间有资料的尽量上溯，下限至1993

年。

三、本志按照《中o}皇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九十一条、第一百零

九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条例》的规定，社会主义审计体系主

要分为“国家审计，内部审计，社会审计”三部分，采用章、节、目结

构，横排纵写，正文前列概述，大事记，使其总览全书。正文共5章

17节为志主体，正文末设附录，编后记，全志约9．5万字。

四、本志用语体文、记述体，做到言有据、事有证，力求言简意

明。

五、本志审计衡量正确与错误、遵纪与违法的标准，均以国家

制定和颁发的财政经济政策、法规、法纪、条例为准则。财会帐务科

目的设置亦以会计法规、条例之规定为准。

六、本志数据，数：#采用阿拉伯数字记载，民国时期年号，加

公元纪年注明，政权名称按当时名称沿用。

七、地名名称，按峨山彝族自治县革命委员会，峨革(1981)1

号文件颁发的县内标准地名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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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手段，曾被历代封建王朝所
重视，从西周开始到清朝都设置有不同等级、不同名称、不同范围
的财政监督机构，负责对财务收支的监督检查。民国开始，北京政
府设置“审计处"，公布够审计法’’，后来南京政府设置“审计院”，颁
布“审计法”。云南省政府设置“审计处”制定“暂行审计条例”和“实
施细则”。 f

峨山彝族自治县，地处滇中腹地，总面积为1941平方公里，居
住着彝、汉、哈尼、回、傣、蒙古、苗、壮、白等多种民族，全县总人口
为13．8万多人，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山区县，是全国第一个彝族
自治县。审计的史料，在民国19年(公元1930年)以前无据可考，
民国19年峨山县政府成立财政局，由省政府财政厅直接委派会计
人员到县财政局工作，对县的财务收支进行监督，加派会计稽核员
一人负责纠劾检举有无挪移、侵蚀、苛征、短解等。并监督会计员能
否尽职守。县财政的每月收支帐目，须逐笔造册呈报省财政厅审
核。民国28年(公元1939年)11月裁局改科，县政府设会计室作
为财政的审核稽查机构，成立财政委员会作为财政监察机关。民国
37年(公元1948年)，云南省政府派视察员到峨山视察，考核应开
征的自治税捐是否照规定开征；财政收支是否合法，是否平衡；清
理公有款产及其收支保管有无遗漏；清查历年县级公粮之收支保
管；督促县乡依照乡镇造产办法实施造产；督促筹设县银行；查报
财务行政控告等。视察后写给省政府的报告书说完全符合规定，但
又写：征收款项除营业税、契税系征国币外，其余概征银币，县行政
会议通过，民国36年1至6月，银币1元折国币2千元记帐(下
同)，7至12月为银币1元折国币4千元，民国37年银币1元折国
币2万元。目前银币与国币比值相差很大，如屠宰税依规定每头猪
征收国币3．6万元，现折征银币1元5角，依时价(民国37年5月
8日市价)合国币30万元。其超征可想而知，应饬令召集各机关另



定比值。该县之金库业务由财政科长周文华兼任，财科的
库支付款手续已办妥，支付及缴款书多不填写日期，当中
弊端，欲防止，今后各县财科人员应以不兼理金库业务为
告中可以看出，利用贷币比值进行贪污，缴款书和付款凭
当时日期，拖后几天填日期就只需用实征银币的百分之
国币抵足，说明了民国时期政府腐败，设置的财政监察

管理制度流于形式。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lO月12

日，政务院批准公布《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设置财政监督机构办
法》和《实施细则》。规定专署以上财政机关设置财政监察机构，各
县设财政监察员。峨山县1952年以前实行统收统支，全县支出的
原始凭证报送专署财政科核销。1953年建立县级财政预、决算制
度后，县财政科设审计员1人，负责审核各机关的经费报销。1954
年经费报销改由总预算会计办理，撤销审计员，设财政监察员1
人。1957年4月，县财政局设殷办公，行政事业单位的预算、决算
及月份经费核销由预算股负责监督审计。国营企业财务管理，利润
缴拨和执行财经纪律、制度等由企业财务股负责监督检查。此后财
政监察员时有时无自然消失。1958年“大跃进”中，曾发生违反财
经纪律的一些问题。1962年4月2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
于严格控制财政管理的决定》(即：财政六条)，重申“十项禁令"。云
南省人民委员会规定了八条规定，凡违者均按违反财经纪律论处。
峨山县财政科在县委、政府领导下，按照上述规定整顿财经纪律，
切实加强财政监督。经过3年时间解决了“大跃进”带来的困难，使
峨山经济重新走上了良性发展的轨道。此后，财政局坚持每月轮流
审核行政事业单位的收支凭证，凡不符合规定的开支均不给予报
销且追回款项。并支持各单位会计人员厉行节药，反对铺张浪费、
反对违反财政制度和财经纪律。在审查中曾查出农水系统乱拉用

资金、物资扩大基本建设规模，变卖物资不入帐留作招待费，3人
合伙贪污门诊收入进行私分等问题，还根据查出财务管理中的漏
洞帮助建立健全财务管理制度。同时还查出财政局总预算会计管
帐又管钱，管总会计又管单位经费会计，利用管理上的可乘之机进
行贪污，给予开除公职处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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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走上了—个新的历史阶段。峨山县审计局充分利用
发挥职能作用，大力推行内部审计，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局，由于领导思想明确，亲自指导内部审计工作，通过内审，提高财

会人员的业务水平，纠正了一些错帐。
1987年，地区审计处协助峨山县审计局对县财政总决算进行

审计，审计认为峨山县在预算执行中，从生产入手，广开生财之道，
增加了财政收入；在深化改革，搞活企业中，以一厂一策为原则，推
行了多种形式的经营承包责任制，提高了经济效益；在“双增双节"
工作中，对会议费、旅差费、公费医疗等方面的经费管理较好。同时

指出，拨给县医院、县邮电局、县人民政府办公楼、县公安局看守所
等单位的基本建设投资，以拨款数列报支出，未按建设单位银行存
款支出数列支，与规定不符。属于基本建设的支出，也有列报在修
缮费中的，也与规定不符，均作纠正。

几年的审计实践证明，审计对提高财会人员的业务水平，纠正
错误，改进财务管理，提高效益等确实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县物资

公司通过第—年国家审计，查出了存在的问题。审计人员遵循。一
审、二帮、三促进”的审计宗旨，在认真履行审计监督职能，核实问 ．

题后，具体帮助财会人员纠正错帐、建帐建制，增强法制观念，改进
财务管理。公司领导受到启发，要求连年跟踪审计。第二年审计确
实未查出错列帐务，改进了经营管理，提高了经济效益。审计机关
对物资公司的评价：“完成上缴国家税利；落实搞活企业政策，补充
了流动资金；增提了固定资产折旧；提取了市场调节基金；计提了

物资削价准备金I计提了锯销奖，政策性补贴进入了成本。为国家
。

积累了建设资金，为企业增强了活力，为促进全县工农业生产发展
作出了贡献。合同执行及政策执行都比较好，审计中没有发现违规
违纪问题。一 。．

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审计的重要作用：一是查错揭弊、维
护财经法纪、保护财产安全完整、起防护作用；二是改善经营管理，
提高经济效益，促进增产节药，起建设性作用；三是鉴证经济资料，
证明财务状况和经济业绩、起证明作用；四是为国家决策部门和国
民经济管理部门提供审计信息，作为决策和宏观控制的依据，起加
强宏观调控的作用。而部分干部和业务人员对国家审计机关对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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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活动进行审计监督的重要作用还不够理解。如县审计机关对县

农牧局支农资金财务收支进行审计时，受到会计的阻挠，不按审计
需要提供有关帐表资料，经局领导帮助后仍然拒绝提供帐表资料。

县审计机关不得不报告县人民政府，县长批示：请监察局出面，通

知单位领导采取组织措施，查清问题后再进行处理。至t会计才转
变态度，继续提供帐表资料。审计结果确实存在问题，而有的问题
还直接与会计有关。．

1988年4月23日，峨山彝族自治县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加强审计监督，实行宏观控制和
管理的决定》，肯定了审计工作对维护国家财经制度，开展双增双
节，提高经济效益，加强宏观控制和管理，保证经济体制改革的顺
利进行等发挥了审计监督的作用。决定同时指出，审计工作与深化

改革，扩大审计工作面，充分发挥审计监督作用的要求还有差距．
人员不足，素质低，加之审计部门建立时间较短，人们对审计工作的重要性，!龇认识还不深。因此，积极主动支持配合审计部门
发挥审计监督不够。审计难，处理更难的情况仍然存在。另外，各
单位和部门的专业财务会计人材紧缺，业务素质偏低，与当前加强

管理不相适应等。决定要求审计机关按照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依
据财政经济规章制度进行审计活动，充分发挥其职能作用。凡是管

钱，管物的单位和部门，都应当接受国家的审计监督，所有的经济
单位和部门，要树立接受国家审计监督的观念。

峨山县委，政府、人大历来都比较重视审计工作，切实加强了
领导。1990年县审计局的审计人员经过调整已有11人，而且都具

有一定的专业水平，业务能力较强，适应了审计项目日趋增多的现
实。1991年经县人民政府批准，设置财政金融股、行政事业股、工
商企业股，分别对设计所、县科委、县公安局、县土地管理局、县工

商局、县税务局、县粮食局、县城建局、县水电局、县教育局、县民政
局、县建设银行、县保险公司、化念糖厂、岔河乡政府等单位和部门
的财务收支、承包经营责任制、投资效益、募捐救灾款、教育费附加
专项调查等项目进行国家审计。1993年1月经县人民政府批准成
立“社会审计事务所”。至此，县审计机关得到进—步完善。形成了
按国家审计主体分类的国家审计、内部审计、社会审计兰大类，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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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金审核验证，证实了注册资金3312．6万元的资金来源清
楚、真实、合法．对金融系统实行咨询服务，担任常年会计顾问，检
查验证年度财务会计决算、会计报表的真实性、合法性、正确性。

十年审计深受广大干部群众欢迎，1993年12月28日，审计
局邀请了有关单位和部门的领导进行座谈，县乡镇企业局长发言
说：乡镇企业的发展，财务管理最重要，现实是财务管理不规范，出
现很多差错，乡镇企业的财会人员业务水平低，很需要审计帮助。
希望国家审计能够延伸到乡镇企业去。县人民银行、工商银行、农 ，

业银行、建设银行的行长、保险公司的经理、农村信用社的主任都
先后发了言，感谢国家审计对他们的帮助，社会审计事务所接受委
托担任常年会计顾问，审验年度财务决算，会计年报，并对财会人

‘

员进行帮助指导。县保险公司经理还提出：1993年烤烟受灾赔款
已拨出37万元，据说没有全部赔偿到农民手中，要求进行专项调
查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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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民国19年(公元1930年)
’

民国28年(公元1939年)

县财政局改为财政科，县政府设会计室作为财政的审核稽查
机构。成立财政委员会作为财政监督机关。

民国37年(公元1948年)

云南省政府派视察员到县视察，内容为税捐开征；财政收支；
公有款产收支保管；公粮收支保管；实施造产；筹设县银行等。

1950年’

10月12日，政务院批准公布《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设置财政
草察机构办法》和《实施细则》。规定专署以上财政机关设置财政监
察机构，各县设财政监察员，受设在机关之领导。

1953年

⋯罄县级财政预、决算制度。县财政科设审计员1人，负责审
核各机关的经费报销。

1954年
’

⋯。经费报销改由总预算会计办理，县财政科撤销审计员，设财政
监察员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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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县财政局设股；预算股负责监督审查行政事业单位的预

算、决算和月份经费的报销；企业财务股负责监督检查国营企业财
务管理、利润缴拨和执行财经纪律制度等。

1983年

5月，中共峨山县委、县人民政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的有关规定和中共玉溪地委、玉溪地区行政公署的指示，决定由税
务、财政抽调干部2人筹备组建县审计局。

11月，成立“峨山彝族自治县审计局"，阮肇福为局长。

198,t年

3月7日，峨山彝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以政办发(1984)3
号文件向全县各有关单位发出《关于请给审计局报送有关资料的
通知》。
．8月，县审计局开始对林业局育林基金、财务收支进行试审。

1985年

8月，全县贯彻国务院《关于审计工作暂行规定》十七条。
。

1987年
⋯，j

1，㈣、，l

B月，县审计局购买商品房8套作职工宿舍。
12月，县审计局购买业务用车(昆明吉普)l辆。

1988年

4月，审计局长李世武向峨山彝族自治县第十届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作《关于审计工作情况的报告》。
4月23日，峨山彝族自治县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七次会议通过《关于加强审计监督，实行宏观控制和管理的决
定》。

7月29日，玉溪地区行政公署编制委员会、财政局、劳动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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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审计处联合发出玉地审(88)17号文件《关于审计机关增加编
制和调配干部的通知》，核定峨山县审计局行政编制7人，新增事
业编制4人，共计11人。

1月13日，周成毅受玉溪地区行政公署表彰，被命名为1988
年度审计先进工作者。

、 2月28日，明映华受玉溪地区行政公署表彰，被命名为1988
年三检工作先进工作者。

’

’

1990年
8月，审计局设置办公室、财金审计股、工商财务审计股、综合

股。

10月，县总工会以峨工字(1990)第2l号文，批准成立审计局
基层工会小组，任命林宝东为审计局基层工会小组组长。

●

1991年

2月，县人民政府召开县内审计工作会议，副县长方成*梁，地

区审计处处长朱德福出席会议。 。

8月20日，审计局由借用财政局的住房搬迁入县政府新建办
公楼办公。 ·

10月，县人民政府批准，增设财政金融股、行政事业股、工商

企业股。同时撤销原财经股、工商财务股、综合股。
11。月，向伟、林宝东受玉溪地区行政公署表彰，被命名为“治

乱纠风”先进r工作者。

10月27日，县审计局向县房地产开发公司购入商品房3套

(191．928m2)作为职工宿舍。

11月，周成毅、彭玉军，陈金荣3人参加玉溪地区首次审计专
业“助理审计师”全国审计资格考试，均取得“助理审计师”资格证
书。

12月3日，云南省审计局根据《审计条例》第30条，第3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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