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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生态文明”明确列为我们党的奋斗目标，同时也是全

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要求。党一直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

明和精神文明，十六大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

文明，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建设生态文明。这表明，环境资

源问题已经成为党中央的关切重点。加强生态建设，实现社

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是关系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根本大计

。 建设生态文明，是对人类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规律的

历史性把握，是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深刻洞察，是贯彻落

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也是我们党科学发展、和谐发展

理念的一次重大发展。当前，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为人

们提供了丰富的物质文化生活产品，但环境污染、生态破坏

、资源短缺等问题也日渐严重，这对环境审计提出了新的目

标和更高的要求。 近年来审计署先后安排了对排污费、天然

林保护和退耕还林等专项资金，以及对“三河一湖”水污染

防治情况的审计和审计调查。这对促进我国环保政策的落实

、提高环保资金的使用效率、维护财经法纪、督促地方政府

加大环境保护力度和资金投入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并

初步探索了环境审计的路子。 但是，我国环境审计目前还处

于探索阶段，一是在审计实践上开展的时间不长，虽然经过

几年的实践，逐渐摸索出一些规律，但与其他专项审计相比

还很不成熟，与国外环境审计相比差距更加明显。二是在审

计理论上首先表现在目前国内对环境审计的定义还没有统一



的定论，对环境审计的概念认识也不统一。三是缺乏环境审

计标准、环境审计准则和健全完整的环境审计评价体系，在

开展环境审计时不规范、不统一，实践中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工作开展比较困难，审计风险也较大，环境审计还难以深

入有效的进行。四是审计人员知识结构、审计手段、审计方

法等还不能很好地适应工作的需要。另外，在人们思想上，

尚未充分认识到环境审计的意义及发展前景，从而阻碍了环

境审计的推广与深化。 环境审计工作必须与党的建设生态文

明目标相适应。一是针对我国实际科学界定环境审计概念，

加强与环保部门和专家的合作，共同研究环境审计理论和技

术方法。二是研究探索、逐步建立环境审计准则，促进和完

善我国环保法律体系及政策，提供可靠的环境审计依据和评

价标准，健全环境审计评价体系，努力使环境审计的范围、

内容、方法等走向制度化和实务操作的规范化。三是加强审

计人员的培训和对外交流。四是在环境审计实践中努力探索

绩效审计，有效遏制各种以破坏资源环境换取经济增长的行

为。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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