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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铁路企业内部审计机构自开展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以

来，对加强铁路领导人员的管理和监督，正确评价领导人员

的经济责任，促进铁路企业经营管理和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促进党风廉政建设及干部队伍建设，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

用，获得了各级领导和相关部门的认可与重视。但随着铁路

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变革和审计工作的实践，也凸显出对领

导人员评价不及时、不全面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影响了

铁路企业对领导人员管理工作的质量和效率。论文将依据铁

路企业领导人员管理实际，充分结合铁路企业经营管理特

点，对以联合审计为平台开展铁路企业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

计进行探讨，促进经济责任审计发挥其应有的效用。

2 目前铁路企业对领导人员的管理现状
目前，铁路企业对领导人员的管理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组织人事部门对领导人员实行日常管理，年度终了进行

考评；二是纪检部门对领导人员廉洁自律情况进行监督；三

是审计部门对领导人员开展经济责任审计。三个部门按照各

自程序开展工作，共同形成铁路企业对领导干部的监管。

组织人事部门对领导人员的日常管理，主要包括日常对

领导人员动态的管理，政治素质的考评，安全、生产、经营、

稳定等指标的考评及工作能力的评价，这些评价主要通过个

人工作总结、职代会民主测评、与职工谈话调查及相关报表

分析等获取，对领导干部的履职情况的评价较为主观、不够

全面。

纪检部门对领导人员的管理主要是对其任职期间廉洁纪

律执行情况的监督，主要通过获取违规违纪线索、进行民主

测评、与职工谈话等手段对领导人员任职期间廉洁自律情况

作出评价，这类评价效率较低，且未能全面反映其任职期间

工作情况 [1]。

审计部门则依据组织人事部门的委托，根据中国国有企

业及国有控股企业领导人员任期经济责任审计规定，对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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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履职期间所在单位的财务收支，或资产、负债、损益的

真实性、合法性、效益性进行监督、鉴证和评价，按照审计

工作程序，查阅相关资料，现场监盘核查、与相关人员谈话，

依据检查结果形成审计报告，对领导人员履职期间的经济责

任给予评价。

综上所述，铁路企业组织人事、纪检、审计部门各自从

不同的角度对领导人员的履职情况进行监管和评价，形成了

目前铁路企业对领导干部的管理体系。但因各部门工作开展

的时间、人员、调查对象的不同，得出的结果也不尽相同，

工作内容也存在重叠的地方，致使铁路企业对领导干部的监

督和管理的效率受到一定影响。

3 目前管理制度存在的弊端
目前铁路企业人事、纪检、审计部门对领导干部的监督

管理没有统一的安排，各自根据工作需要独立开展工作，存

在以下弊端。

3.1 未形成合力，弱化监督力度
铁路企业人事、纪检、审计各部门，根据自己的特点和

职权，对领导干部的履职情况进行管理、评价和监督，由于

管理权限的限制，各部门均从一个侧面反映领导干部的履职

情况，没有形成完整、全面、系统的评价，有“只见树木、

不见森林”的缺憾 , 管理和监督也只能侧重某一个方面，没

有形成合力，极大减弱了监督管理力度，更有甚者出现带病

提拔干部的错误行为，影响了对干部的有效管理和使用，给

企业的规范经营和健康发展埋下隐患。

3.2 部分工作交叉重叠，影响工作效率
铁路企业人事、纪检、审计等部门虽然从不同的角度对

领导干部进行监督评价，但也存在工作重叠的弊端。一是三

部门的调查谈话内容基本相近，即从大局观念、履职能力和

责任心、民主决策、廉政自律等方面了解领导人员情况。谈

话的人员，一般都是基层单位领导班子成员及主要科室负责

人；二是组织人事、纪检的民主测评内容基本一致，即从德、

能、勤、绩、廉方面进行测评；三是审计、纪检都关注对大

额资金使用及投资的检查。同样一项工作，由不同的部门重

复去做，影响了工作效率，浪费了人力资源 [2]。

3.3 信息反馈滞后，影响全面、准确评价
铁路企业人事、纪检、审计部门在检查工作完成后，根

据隶属关系，通过各自的渠道反馈信息。以审计部门为例，

审计组完成现场审计工作后，形成审计组审计报告，汇同相

关资料上报审计处复核小组；复核小组在对审计报告和相关

资料复核讨论后提出复核意见，交审计组对报告修改后形成

复核报告，报处领导，处领导审阅把关后形成上报报告报局

领导，待局领导批复后才能向人事、纪检部门反馈审计信息。

信息反馈环节较多，有时拖的时间较长，影响了信息使用的

时效性。由于各部门均根据自己的计划安排开展工作，时间

不同，调查的人员也不尽相同，得出的信息资料有时可能出

现相互矛盾的结果，对准确、全面地评价领导干部的履职情

况有一定的不利影响。

3.4 加重了基层站段的负担
铁路企业人事、纪检、审计部门分别派出工作小组，对

领导干部的履职情况进行监督和评价，站段必须提供相关资

料和做好配合工作，必须投入一定的人力和财力，站段领导

也难免会分散精力，加之有些工作内容重复，形成资源浪费，

对基层单位的正常工作有一定的影响。

4 开展联合审计的设想
4.1 开展联合审计的可行性

铁路企业对领导干部的监督管理，虽然由不同的部门按

照工作性质开展工作，但最终的目的就是加强对领导干部的

监督检查，促进其认真履职，从制度上加强干部队伍建设。

因此，三个部门经过充分沟通和协调后，制订统一的工作规

划，组织联合审计检查，取得对被审计领导人员统一、全面、

准确的履职情况评价，具有可行性。通过认真细致的工作，

完全可以满足各部门对领导干部管理监督的要求 [3]。

4.2 制订审计方案兼顾三个部门管理职能
为了有效地开展联合审计检查，审计工作要制订统一的

审计方案，审计的内容包括人事、纪检、审计部门相应的检

查内容，审计的方法也要吸收人事、纪检相应的工作方法，

如对领导干部履职情况的民主测评，也应作为审计方法之

一；审计组人员的组成应包含组织人事、纪检、审计部门的

人员，分工应根据各自专业特长来安排，各尽所能，主审一

般由审计人员承担，为审计工作的顺利实施打好基础。

4.3 创新开展现场审计实施方式
审计组对被审计单位实施现场审计时，应根据联合审计

的特点安排审计工作。一是召开审计进点会议，除审计组长、

主审对审计工作提出要求外，纪检、人事部门的成员也要根

据各自的工作特点，对被审计单位提出配合审计工作要求；

二是合并审计内容如对领导干部履职情况的民主测评、调查

谈话等，将三部门的检查内容合并一次完成，实现信息共享；

三是根据工作量大小，审计组成员可灵活安排工作时间。例

如，纪检、人事部门检查内容较少，工作完成后可提前离开

被审计单位，审计部门任务量大，待现场审计实施结束，代

表审计组与被审计单位初步交换意见后再撤离被审计单位。

总之，在铁路企业探索人事、纪检、审计等部门，联合

开展对领导干部的经济责任审计检查，是创新审计工作的一

种尝试，既有很直观的优点，也存在三部门相互协调一致的

难度，是否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和目的，还有待于在审计实践

中去检验，审计的方法和内容也有待于不断地补充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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