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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20年打赢脱贫攻坚战后，乡村振兴成为农村工作下一步的重点，如何巩固脱贫成果有效衔接乡村振兴，

是当前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本文从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逻辑关系出发，借鉴扶贫审计的经验做法并

分析乡村振兴背景下审计工作面临的新挑战，探索云南省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审计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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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winning the battle of poverty alleviation in 2020, rural revitalization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the next step in rural work. How to consolidate the achievement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effec-
tively link rural revitalization is one of the hot issues of current research. Starting from the log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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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 between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this paper draws on the expe-
rience and practice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udit and analyzes the new challenges faced by audit 
work in the contex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explores the audit path for effective connection 
between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Yunn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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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审计在脱贫攻坚中充分发挥了监督和保障作用，确保了脱贫攻坚政策目标高质量实现。随着乡村振

兴战略的实施及相关政策的出台，审计面临着一系列新挑战。但是，目前对于扶贫审计和乡村振兴审计

的研究较多，研究视角相对分散，从审计角度将二者结合起来进行分析的研究较少。在此背景下，通过

探索审计应如何促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提出契合实际的审计路径，以期能为审计工作献言建策。 

2.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逻辑关系 

探究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审计路径，了解二者的内涵并分析其中的逻辑关系是必要

的。推进战略的具体措施需要基于一系列相关政策，因此，分析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政策上的共性及差

异，是借鉴扶贫审计经验和剖析乡村振兴对审计提出的新挑战的基础。 

2.1.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政策共性 

一是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主体相同。两大战略推进的主体是政府，政府作为政策实施的主体，在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中有主体责任。脱贫攻坚中贫困群众是帮扶对象，乡村振兴中贫困群众是致富的主

体，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相关政策措施服务的对象是群众，其出发点都是为了群众能过上更好的生活。

政府政策的有效落实，脱贫和振兴目标的高效实现，需要群众这一主体提高积极性，激发其内生发展动

力以实现脱贫致富、振兴发展。 
二是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目标一致[1]。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过程中，脱贫攻坚重点关注困难

群众的温饱，使困难群众的生活达到“两不愁三保障”标准，即在吃、穿、教育、医疗和住房几个方面

有保障。实施乡村振兴是要在保障了温饱的前提下，在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过程中，进一

步提升困难群众的生活水平，着力实现农业农村的发展，而以上两个阶段统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其是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要实现的统一目标。 
三是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内容相通。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着力于生活保障、乡村产业发展、治理

等多个方面，政策措施围绕解决“三农”问题展开，二者在内容上有重合的地方。例如在产业方面，要

实现贫困群众真正能自给自足，离不开农村产业发展，脱贫攻坚中有一项内容是产业扶贫，通过对贫困

群众进行知识技能培训、提供技术及资金支持，鼓励发展特色产业，而乡村振兴产业方面是将农村产业

进一步统筹规划，进一步增强了贫困群众致富的自生发展动力，拓展了贫困群众稳住收入的渠道，最终

实现产业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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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政策差异 

一是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帮扶的对象范围不同，前者强调“局部”，后者强调“全局”。脱贫攻坚

以建档立卡户为目标，着力帮扶贫困群众。脱贫攻坚相关政策的目标指向明确，对贫困和非贫困有严格

的区分。而且脱贫标准严格，只有达到国家规定的标准，才能列入已脱贫摘帽的范畴。而乡村振兴相较

于脱贫攻坚来说，其政策范围更广，不仅关注贫困地区要发展、贫困人口要致富，也关注整个农村群体

的发展，强调政策的全局性。 
二是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在战略实施上不同，前者强调“精准”，后者强调“普惠”。战略实施方

面，脱贫攻坚着眼于精准施策，由此具体制定了一系列精准扶贫政策，在扶贫对象、项目、资金、措施

及人员安排等方面都要求精准。而乡村振兴强调整体发展着眼于整体布局，从更宏观的层面统筹推进农

业农村发展，注重政策的普惠性。 
三是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着力点不同，前者关注“绝对”，后者关注“相对”。脱离绝对贫困的

标准是脱贫攻坚中的重点，着力于提高贫困户的收入，保障生活上的温饱。而乡村振兴要着眼于脱贫以

后相对贫困的情况，通过产业的发展帮助群众增收，防止返贫。在解决了温饱问题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

生活质量，通过发展农村教育、医疗、文化等方面，全面提升农村内生发展动力与能力，形成的农村人

口安居乐业、自主防止返贫、持续创收增收的良好循环。 

3. 审计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中的作用 

3.1. 监督政策落实 

审计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中起到监督政策落实的作用。无论是脱贫攻坚还是乡村振兴，政策

措施都要根植于基层，这需要相关部门在上级部门下发相应政策后，明确实施方案，制定具体措施。然

而，在政策措施实际运用的过程中，由于政策层级较多、具体措施复杂等原因，可能会存在落实偏差。

审计沿着“政策流”，通过对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进行审计，重点关注其在承担主体责任、制定措施方

面的问题并提出审计意见建议，促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政策扎根落实于基层。 

3.2. 规范资金运转 

审计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中起到规范资金运转的作用。国家审计是公共资金的守护者，推进

经济社会健康运行的安全员[2]。国家为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下拨专项资金，资金用到哪里审计就要审到

哪里。审计沿着“资金流”，关注专项资金从申报、拨付、分配到使用的整个过程，重点对每一环节的

资金管理和使用情况进行审计，揭露和查处截留挪用、贪污侵占、挥霍浪费等侵害群众利益的问题[3]，
进一步对资金运转中的相关流程程序、管理资金的部门和人员进行核实取证，进而压实主体责任，以规

范专项资金的管理使用。 

3.3. 促进廉政净化 

审计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中起到促进廉政净化的作用。审计对相关部门在落实政策措施、资

金管理使用和项目建设情况等方面的问题进行揭示，从而监督政府受托经济责任和增加政府的透明度来

预防和防止腐败行为发生[4]。审计通过切实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审计全覆盖，审计范围广、内容全，

对相关政策“政策流”和专项资金“资金流”的全流程进行关注，发现相关部门、干部在履职过程中的

违法违纪线索，并通过将问题线索进行移送给纪检、监察等相关部门进行进一步查处，切实发挥审计监

督在廉政净化、反腐倡廉方面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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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云南省扶贫审计促进脱贫攻坚的经验分析 

云南省审计机关在扶贫审计实践中所积累的经验，对下一步审计工作中持续促进国家重大政策措施

落实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在扶贫审计的经验基础上，云南省审计机关可以结合乡村振兴的目标和要求，

调整审计重点、组织村级审计项目、强化审计资源统筹、坚持跟踪审计和审计回头看，进一步提升审计

质效，促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4.1. 创新工作机制，统筹审计资源 

云南省审计机关结合脱贫攻坚的特点，建立了省级机关牵头，各级联动协作的工作机制，自上而下

统一安排部署，从机制上保障各级审计机关高效开展工作。此外，云南省审计厅自上而下统筹审计资源，

全面整合各级审计机关的人力、财力、物力，形成全省审计“一盘棋”合力，推动了脱贫攻坚审计目标

高质量实现。 

4.2. 合理统筹项目，推动审计全覆盖 

云南省作为脱贫攻坚的重点帮扶对象，贫困人口数量多，涉及的地区广。为了保证审计监督“不留

死角”，各级审计机关合理规划扶贫审计项目，积极推动审计全覆盖。一方面，面对扶贫审计任务重的

现实，制定滚动计划，在 2020 年以前保质保量地完成了对 88 个贫困县的审计。另一方面，坚持“横向

到边、纵向到底”的原则，将扶贫、民政、财政等全部相关部门或单位作为审计覆盖对象，省级审计机

关牵头，各级审计机关同步开展工作，推动了审计全覆盖。 

4.3. 严抓问题追责，加大整改问效 

一是现场审计时，坚持边审边改，审计组最后不再对审计期间整改完成的问题进行处理，边审边改

的方式切实提高了被审计单位整改的积极性。二是开展督查整改专项行动，结束现场审计后，对于纳入

审计报告的问题，审计机关会安排督察组进行督查，以确保问题及时整改。对问题具体的责任单位和个

人，达到移送条件的及时移送纪委、监委等相关部门。 

4.4. 坚持数据先行，提升审计质效 

面对脱贫攻坚审计中数据多、内容杂、涉及范围广等难题，云南省审计机关坚持以大数据技术为引

领，积极推行数字化脱贫攻坚审计。一方面，除了上级审计机关定期或者不定期对相关部门和个人进行

大数据审计方面的培训外，各级审计机关内部也积极组织相关内容的学习，为提升审计工作效率提供技

术储备与支撑。另一方面，省级审计机关每年会组织大数据审计知识竞赛等活动，充分调动了审计人员

学习新知识技能的积极性。在脱贫攻坚审计工作中，坚持数字化审计理念，审计机关大数据审计部门将

所获取的数据与扶贫、民政等相关部门平台数据进行比对后生成疑点，审计组将其作为线索进行下一步

的核实取证，自上而下大大提高了基层审计工作的效率。 

5. 乡村振兴战略下审计面临的挑战 

5.1. 审计任务加重 

乡村振兴涉及的领域广，有些内容在脱贫攻坚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与丰富。从纵向来看，乡村振兴

审计涉及到从中央到地方的相关政策、资金、项目等内容；从横向来看，乡村振兴涉及产业、生态、基

础建设等多个领域。纵横复杂的审计内容使乡村振兴审计任务重、难度加大，在安排审计项目时，不仅

要考虑审计项目的统筹、避免重复交叉等问题，还要考虑审计人员的合理调度安排，这一定程度上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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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审计机关的工作难度。 

5.2. 审计识别责任主体难度大 

乡村振兴审计的对象不仅包括执行乡村振兴政策措施的主体，即各级相关部门和单位，也涉及使用

财政资金的单位、农民等主体。在乡村振兴审计工作中，一方面，可能基层在执行乡村振兴政策和使用

专项资金的过程中表现出的问题，是上级部门制定政策以及安排统筹不到位造成的；另一方面，可能上

级部门的安排统筹合理，但是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存在偏差，这使得审计发现问题后识别责任主体的难度

大。 

5.3. 审计核实取证过程复杂 

乡村振兴涉及多个领域，相关的审计资料一般也涉及多个主管部门，审计组在获取审计资料上需要

多方协调，拿到相关资料数据后，庞大的数据内容给审计分析增加了难度，大数据审计部门分析数据并

生成疑点后进一步核实，核实的过程中也会因为乡村振兴涉及的范围广、情况复杂等加大审计核实难度。

因此，乡村振兴的内容和特点加大了审计机关在获取审计资料、审计核实、审计取证方面的难度。 

6. 云南省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审计路径 

云南省审计机关在扶贫审计实践中所积累的经验，对下一步审计工作中持续促进国家重大政策措施

落实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在扶贫审计的经验基础上，云南省审计机关可以结合乡村振兴的目标和要求，

调整审计重点、组织村级审计项目、强化审计资源统筹、坚持跟踪审计和审计回头看，进一步提升审计

质效，促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6.1. 调整审计内容，突出审计重点 

乡村振兴审计在审计内容上较脱贫攻坚审计更为复杂，审计范围更广，审计机关要结合脱贫攻坚中

审出的问题，对乡村振兴中可能出现问题的领域进行研判，在制定审计方案时对乡村振兴审计的内容进

行补充调整，突出审计重点。对于在扶贫审计中已经审计过的地区，重点关注脱贫以后目前帮扶政策的

情况以及相关项目效益的延续情况。对于以前年度未审计过的地区，对扶贫审计中屡审屡犯的问题进行

重点关注，以及在乡村振兴项目的申报方面，重点关注乡村振兴项目的立项依据、专项资金的申报程序

和流程、审批决策等方面的问题；在项目实施阶段，重点关注是否存在挪用专项资金等情况；在乡村振

兴项目建设完成阶段，重点关注资金使用效益，关注相关项目是否达到提升人居环境、促进农村产业发

展、带动农村人口增收等目标。 

6.2. 组织村级审计项目，加强基层干部经济责任监督 

乡村振兴中积极推动村级层面的建设项目，如果仅仅依靠省级或者市级安排的审计项目，实现审计

全覆盖难度大。县级审计机关需积极组织村级审计项目，对乡村振兴项目实施的主要层级–村级进行审

计，村级审计可以围绕专项资金的管理使用情况和建设项目的绩效情况等安排审计项目，更要重点安排

对基层领导干部的经济责任审计项目，强化对基层干部的权力监督。总体上，村级审计项目要把握基层

的特点，较省级或者市级的审计项目来说，村级审计项目的审计实施方案要更为微观，审计重点着眼于

“小微”问题。 

6.3. 进一步统筹审计资源，协同审计形成合力 

统筹审计资源不仅体现在统筹审计人力资源、统筹审计项目等方面，也体现在审计方式方法、统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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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资源等方面。统筹审计资源，一是要从内部统筹审计项目方面考虑，避免出现项目重复、浪费审计

资源等问题，也要从外部统筹审计资源来突破，着力组织协同审计的审计队伍，在不违背保密性原则的

基础上，以国家审计为中心，合理引入内部审计和注册会计师审计资源。二是继续坚持审计数据先行的

理念，在审计系统内部依然坚持数字化审计，也要在脱贫攻坚审计的经验上进一步完善相关模式。在审

计系统外部，积极推动各部门乡村振兴数据互联互通，为审计资料的获取和核实提供便利。 

6.4. 坚持跟踪审计和审计回头看抓整改 

结合云南省在脱贫攻坚审计中抓整改的经验，除了继续坚持边审边改、持续督察整改和追责问责外，

实行长期跟踪审计和审计回头看也是促整改的有效方式。长期跟踪审计和审计回头看，是对于已经审计

过甚至已经整改过的审计内容的“再监督”，针对那些表面整改、书面整改或是改后再犯的情况，通过

合理安排跟踪审计和审计回头看，让被审计单位在现场审计结束甚至已报完整改后，仍时刻紧绷“一根

弦”，使其认识到审计整改不是“一改了之”，不是为了整改而整改。而是在整改现有问题的基础上，

认识到以前的工作方式、方法、机制等存在的问题，聚焦问题以积极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进一步探索

完善相关的工作机制，为今后的长远发展而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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