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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家审计工作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国家公共治理水平，而政府审计信息公

开质量的高低可以直观的反映政府审计信息公开工作的成果，进而也会对政府治

理效果产生积极的影响。紧随 2003 年第一份审计结果公告的发布，公众也逐渐

开始关注政府审计信息公开领域。审计信息公开的施行，一般可以对审计全过程

进行监督，从而可以提高审计质量，如此也使审计过程实现全程透明化，审计执

法的环境也会相应改变，公众也可以及时准确的了解到自己所需求的信息，实时

参与到对政府工作的监督中。但是，由于我国目前还处在信息公开的初级发展阶

段,所以我国政府审计信息公开工作还存在诸多问题，例如内容缺乏全面性，审

计机关自身懈怠，态度消极，以及时效性难以保证等，这样就很难满足公众的信

息需求，也难以发挥审计机关审计监督的作用；另外这些问题的存在也导致我国

政府审计信息公开的质量一直不高，例如审计公告数量缺乏、范围小、避重就轻、

以及内容不够完整这种情况时有发生。更重要的是，审计信息公开质量的低下也

会导致政府审计工作难以发挥其舆论、群众以及社会监督的作用，从而不利于问

题的预防和腐败的治理。

本研究以A省政府审计信息公开工作为对象，以指标体系为评价标准，目的

是提高A省政府审计信息公开质量，提高审计治理的效果。指标体系设计分为三

个步骤：首先，以政府相关文件规定和中国政府信息公开评测指标体系以及国内

政府审计信息公开质量评价相关文献中的指标为基础作为建立指标体系的依据；

其次，依据政府审计信息公开质量的特征，以审计信息公开质量的三个维度（信

息内容质量、信息效用质量、信息形式质量）作为一级指标；最后以信息公开质

量的特征为评价维度划分二级指标，最终细化评价政府审计信息公开质量的指标。

以此为基础，对A省政府审计信息公开工作的质量进行科学的评价，进而在对A

省政府审计信息公开质量进行评价之后，得出A省公开工作处于一般水平，最后，

提出合理建议，以使A省政府审计信息公开工作进一步推进，提升A省政府审计信

息公开的质量。

关键词：政府审计信息公开 指标体系 指标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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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ational audit work can improve the level of national public

governance to a certain extent, and the quality of government audit

information disclosure can directly reflect the results of government audit

information disclosure work, and then also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effect of government governance. Following the release of the first audit

results in 2003, the public gradually began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open

field of government audit. The implementation of audit information

disclosure can generally supervise the whole process of audit, thus

improving audit quality, making the whole process of audit transparent,

the environment of audit law enforcement will be changed accordingly,

and the public can learn the information they need timely and accurately,

and participate in the government supervision in real time. But, because

our country is still at the initial stage of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disclosure, so information disclosure of our country government auditing

work still has many problems, such as lack of comprehensiveness, audit

institutions own laches, negative attitude, and hard to ensure timeliness,

so it is difficult to meet the public's information needs, can also be

difficult to play the role of audit institutions audit supervision. However,

the existence of these problems leads to the low quality of government

audit information disclosure, such as the lack of audit announcements,

small scope, avoiding major issues, and incomplete content. Theref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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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ow quality of audit information disclosure will also make it difficult

for the government audit work to play its role of public opinion, the

masses and social supervision, which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prevention

of problems and the governance of corruption.

This study takes the audit information disclosure work of A

provincial government as the object, takes the index system as the

evaluation standard, and aims to improve the audit information disclosure

quality of A provincial government and improve the effect of audit

governance. The design of the index system is divided into three steps:

first, the index system is established on the basis of the relevant

documents of the government,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Chinese

government information disclosure and the indexes in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of the quality evaluation of government audit information

disclosure. Secondly,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government audit

information disclosure quality, three dimensions of audit information

disclosure quality (information content quality, information utility quality,

information form quality) are taken as the first-level indicators. Finall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formation disclosure quality are taken as the

evaluation dimension to divide the secondary indexes and finally refine

the evaluation indexes of government audit information disclosure quality.

On this basis, the quality of information disclosure of A provincial

government auditing work to carry on the scientific evaluation, and t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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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A provincial government audit to evaluate information disclosure

quality, A provincial public work in the general level, and finally,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in order to make the information disclosure of

A provincial government auditing work further, improve the quality of A

provincial government auditing information disclosure.

Keywords： Disclosure of government audit information；The indicator

system；Construct indic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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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1 论文选题背景与意义

1.1.1 研究背景

政府开展信息公开工作是我国行政机关保障公民知情权、民主权以及接受公

众监督的重要途径，也有助于提高政府的行政行为的透明度，进一步可以促进政

府的廉洁建设。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明确了：要净化社会主义政治生态建设

的环境，就一定要加强对各行业领域信息内容公开力度。所以，随着兼顾群众沟

通、社交和优质公共服务功能的政务信息公开工作制度，越来越成为依法治国、

全面从严治党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之一。因此，为了更好的提升政府政务管理

工作的公共透明化、促进依法规范行政，发挥政务信息对群众产品、生活和经济

活动的优质公共服务功能， 2008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下

文简称《条例》）由国务院颁布，这项制度颁布之后在很大程度上对社会发展起

到了推动作用，也让民众更加便捷的参与和探讨政府工作。而审计机关作为国家

治理中的重要一环，将审计机构产生的审计信息进行公开，也是政府信息公开的

重要一环，同时，也有助于公众参与和监督政府部门的国家管理职能。

当前，随着国家审计机构发布的审计信息在促进国家治理以及治理现代化方

面起着日益重大的功能，同时，社会公众对政府审计信息管理的要求也越来越多，

所以，积极推动政府审计信息公开管理工作已是政府部门和各审计机关的必行之

举。2002 年，审计结果公告的试行办法被国务院开始推行，此后，审计署又相

继出台了工作规划，明确提出要坚持政府审计信息的公开公布，以维护公众的民

主权、知情权，而政府审计信息公开工作也越来越步入了正轨，信息发布的速度

逐渐提高、覆盖范围也逐渐拓展。2021 年，最新制定的审计法又把 “坚持中国

共产党对审计工作的领导，建立集中统一、全方位覆盖、权威性、高效的审计监

督体系”增加在法律总则当中，进一步完善和丰富了中国审计工作的法律依据。

然而，由于目前我国政府审计信息公开仍然没有实现规范化，例如审计署与地方

政府的公开内容、公开要求就不完全一致，存在很大偏差；我国政府信息公开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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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政府审计信息边界模糊，导致审计机关公布的审计结果信息和民众热切关注

的信息不完全匹配；还有体系不完整、公开内容不全面、公开态度不主动等问题，

这些问题的存在都或多或少的影响了政府审计信息公开的质量，主要有：政府审

计公告数量少、没有明确的分类、公开的范围小、问题轻、公告不及时以及重大

问题屡审屡犯等，这样进而导致政府审计就难以发挥舆论监督、社会监督、群众

监督的作用，从而更不利于促进政府廉洁和国家治理。

然而,政府审计信息公开质量之所以不高,主要是政府审计信息公开的质量

缺乏有效性的评价，因此，提升审计信息公开的质量的评价对审计机构的工作至

关重要。当前在国内已有一些由第三方评价机构、政府机构和本领域的学者相评

价研究了关于中国政府网站的审计信息的公开状况，并因此有一套标准不定的审

计信息评价体系，但是因为评价目的、评价角度、范围等各有侧重点，评价标准

以及指标的选择也多种多样，也使得评价指标体系不具备通用性。并且现有的研

究主要是针对政府网站信息公开的评价,政府审计信息公开甚至是地方政府审计

信息公开质量的评价指标体系研究甚少。因此，为推进全国政府审计信息的公开

建设，进行有效的政府审计信息公开质量的评价研究是刻不容缓的。

结合上述背景，位于西北地区的 A省一直面临着审计信息公布项目总量小、

公开范围小、公开的问题较轻、内容不全面、公布时间不准确和屡审屡犯等问题，

使得地方政府的审计信息公开质量一直不高，所以，提升 A省政府审计信息公开

的质量非常必要。由于现有的政府网站公开评价体系 A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借鉴

却无法照搬适用,所以,为推进 A省政务公开、提升公民群众满意和维护公众的知

情权，采用科学合理的方法设计并建立出适合于 A省政府实际情况的评价指标，

再利用客观科学的方式确定评估结果，并根据出现的具体问题，来提出相应的对

策，来保障审计的防范与监督作用。

1.1.2 研究意义

鉴于上述背景，我国实行高质量的政府审计信息公开不仅会增强审计部门执

法的透明度，推动政府阳光行政，提升政府审计执行的良好环境，能够更及时的

让广大公民了解政府审计结果，从而深入参与行政监督；对地方政府审计公开质

量的评价就是要保证其公布高质量的审计信息，提高国家治理与治理现代化。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A 省政府审计信息公开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研究

3

（1）理论意义

第一，构建一套适合 A省政府审计信息公开质量的评价指标体系，为地方政

府部门制定信息公开质量评价政策提供理论参考。

政府审计信息与公开质量评价研究应当立足于实际问题,并结合存在的实际

问题,来为基础理论研究提供思路。目前我国虽然已有一些学者、政府机构等对

政府网站的信息公开工作进行了评价研究，但也仅仅局限于政府整体的政务公开

评价或者政府工作透明度的评价研究，而对于政府审计信息公开层面的则非常缺

失。本文以政府审计信息公开现状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指标进行审计信息公

开质量的评价，进而发现其审计信息公开工作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破解当前地

方政府审计信息公开工作的困境。在研究领域方面，将地方政府作为重点，以期

可以对政府审计信息公开质量不高、公众满意度不高的现状进行改善。

此外，我国现有的政府审计信息公开评价的研究，也多数只针对审计署等国

家层面的，而对于地方政府层面的则非常缺失。从省级层面到地方层面，都没有

自己适用且统一规范的具体的评价准则，而且每个省之间的评价标准都存在差异，

甚至有的省直接缺失，显然审计信息公开工作的质量评价不统一、不规范。本文

在借鉴文献以及各个省份以及公共政策研究院给出的评价标准的基础之上，为地

方政府审计信息公开质量的评价工作制定了一套评价体系，或许会有不足，但是

尽可能为其他地方政府部门制定信息公开质量评价政策提供些许参考。

第二，丰富并增强了政府审计信息公开及其评价的研究深度，提升了地方政

府审计信息公开质量评价理论的科学性。

之前的政务公开工作的评价也只限于对门户网站的评价，审计署的评价指标

也得不到普及，地方政府的审计信息公开的评价就更少了，质量也随之更低。另

外，相较于国家层面，地方层面的审计信息公开质量的评价更是缺少统一的规范

标准，往往都是有一些省份在积极评价与修正，而有的在《中国政府信息透明度

报告》里垫底的省份就连最基本的评价体系都不完善，因而更不具有普适性。本

文在了解了 A省的审计信息公开现状之后，发现问题，然后从相关的政策文件以

及现有的政府信息公开质量评价指标里提取关键词分析来构建指标体系，然后使

通过专家打分进行模糊综合使指标量化。从构建到打分的过程严格遵守规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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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于结果更加客观科学，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丰富细化了政府审计信息公开质量

评价的理论基础。

（2）实践意义

第一，通过对 A省政府审计信息公开的质量进行评价研究，发现其公开质量

不高的原因，并积极助推 A省等地方政府在提高审计信息公开质量方面的建设。

在面临信息传播方式越来越便捷、高效、快速和社会公众对政府审计信息需

求越来越迫切的现实情况之下，给政府审计信息公开与管理工作，提出了巨大的

挑战，同时提高政府执政能力的效率性、科学性、准确性也迫在眉睫。本文本着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态度，根据调查问卷和构建的指标体系的打分情况，发现

存在的问题，再有针对性的提出对策建议，帮助 A省以及同 A省类似的地方政府

发现审计信息公开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而优化评价指标，提高政府审计机关的服

务能力，增强地方政府审计执法的透明化，优化审计执法环境，使广大公民及时

掌握政府审计结果，广泛参与地方政府的民主监督。

第二，明确 A省在政府审计信息公开方面所存在的问题，积极改进，为相同

或者类似发展状况的其他省份政府审计信息公开质量的评价提供借鉴。

本文在归纳网站中直观发现的以及对 A省公民以及政府工作人员的调查问

卷中了解 A省的审计信息公开的现状，从而通过运用 AHP 方法与模糊综合评估法

把定性指标转化为定量分析指标，更清晰的看见了 A省政府当前所面临的问题，

并提出了具体的对策建议，积极改进，提高审计监督的作用。另外，通过初指标

的建立进而经过专家筛选，建立更具客观科学的指标体系，同时，也期待可以为

其他政府审计信息公开质量不高的地方政府在提高政府职能的过程中提供借鉴。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1.2.1 国外研究现状

因为西方等其他国家与国内存在研究背景、政治体制等方面的差异，导致在

对于国家、政府部门等很多方面有关概念的定义上也各有不同，所以笔者在中国

知网总库以及各类数据库中以“government audit disclosure”、“government

audit open” 以及“state audit disclosure”等为关键词进行查找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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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并未发现与政府审计信息公开直接有关的文献，并且在很多西方国家的审计机

关并不属于政府部门，比如我国的“政府审计”等同于别国的“国家审计”。因

此扩大范围搜索，但还是发现相关的文献较少，很多国家的审计信息是必须要向

公众公开的，西方国家在信息公开制度与审计信息公开方面建立的较早，但也没

有很规范的系统，因此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论述。

（1）理论研究

关于国家审计的公开内容研究。Pollitt(2003)的调查结果显示西方国家很

重视在稀缺的审计资源条件下，不仅非常注意开发如何利用绩效审计报告并加以

披露，而且审计过程的透明性和审计工作的效率的提高也被重点关注了。

Suzuki(2004)发现政府审计公开内容取决于社会公众的对信息需求的迫切程度，

也说明了公开范围越来越大，重点集中于各国政府审计部门对公开滥用共同基金、

各国政府建设项目的效率和成果性等评价方面的有关信息内容，还有利用资产负

债表形式公开政府财务数据等。有关制度的研究。最高审计审查机构(SAIS)则主

张站在用户的方面考虑进行审计，将会有更好的效果，他们也主张在政府部门等

公共部门的服务能够透过在用户的层面上来提高审计信息的价值来改善。

（2）国家审计信息公开的作用与效果研究

各国由于各方面背景的不同，在国家审计方面的运用也各不相同，而确保公

告的公开、透明化则是多数政府部门都明确的规定，让被审计对象监管单位的所

有经营活动都曝光在社会大众视野下，也能让他们更能遵法、守法、按规章制度

办事。

国家审计信息的公开作用相关研究。Putnama1(1993)指出对政府部门受托责

任的客观评价是通过国家审计结果的公布来达到的，公民对政府部门越满意，越

有助于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经济社会的和睦稳定。Putnam（1993）指出，政府

部门的审计结果公布是对政府部门行使委托责任的一种过程评价，在一个国家，

根据人民群众对政府部门信赖程度的好坏，对社会稳定、经济增长以及国家治理

都起着积极的作用。

国家审计信息公开效果的研究。Riahi-Belkaoui(2004)报告证实了，国家审

计信息在政府财务财政收支管理工作和国家治理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那么，

审计信息公开的质量与政府的绩效管理能力是成正比的。Suzuki(2004)通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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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出：公众对国家审计信息需求提高的同时，也相应的提高了对政府财务信息的

需求。HamedMomeni（2005）认为，审计机构应当及时正确的发布社会公众和政

府立法部门所要求以及关切的资讯，使他们能够及时准确地获知政府部门正在进

行的工作项目、了解政府部门的主要活动内容以及政策功能，同时审计机构还必

须配合地方立法机关和政府部门，使他们能够尽职尽责的监督管理国家公共资源。

（3）政府审计信息质量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政府审计信息公开质量特征研究。政府审计信息公开质量的特征也是政府审

计信息发挥作用的基本质量要求，也可以作为一个基本标准去评价政府审计信息

公开质量。全球审计组织颁布的《最高审计机关国际准则》做出了规定：一是《利

马宣言》指出的“报表报告用词应简介概括和普通易懂”。这表明了审计信息公

开应具有清晰的特点。二是《利马宣言》指出的“每年报告应包含所有审计活动”。

这也说明了审计结果发布必须全面。三是《透明度和问责制准则》中指出的“最

高审计机关必须尽快将审计结果予以发布”。这也说明了审计结果发布必须准确

迅速。并由此得出，审计信息公开质量的特征包括及时性、全面性和清晰性。

（4）政府信息公开评价研究

Keen（1992）认为可从社会学视角对信息公开进行评价，即从政府公开的信

息内含和缺陷两方面进行研究。Daniel Peng（2005 年）的调查报告显示的问题

包括：①信息回复不及时，有拖延情况产生；②对信息进行隐藏并且扣留申请记

录，消灭证据；③行政问责。政府的容错机制不够宽容，为了减少信息公开不当

所带来的责任，机构索性不予开放；④管理动机。由于机构工作人员的思想懈怠，

导致信息不被公开，归结原因，主要还是责任感的缺失。

1.2.2 国内研究现状

相对来说，国内研究政府审计信息公开相关内容相对国外较晚，但近些年来，

我国愈发意识到了需要尽快对政府审计信息进行公开，这项工作迫在眉睫。2002

年，《审计结果公告试行办法》被颁布。随后审计署公开审计结果公告，引发了

学术界对此进行理论研究。国内政府部门积极推进了相应法规的制定与颁布，《条

例》于 2008 年正式启动实施在该法规中对有关的信息发布管理工作做出了详尽

规范。此后，随着审计署制定了《政府信息公开指南》，并在有关会议中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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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信息内容公开工作提出要求，学术界对政府审计信息内容公开的探讨工作也

步入了崭新时代。

笔者曾在中国知网的学术资料库中，以“政府审计信息公开”、“审计信息

公开质量”等为主题进行检索并进行了仔细研究，其中内容大致包括了如下几种；

一是政府审计信息公开内容内涵研究；二是政府审计信息公开质量的高低以及对

与国家治理方面相关影响的研究；三是关于影响质量的因素相关研究；四是关于

审计公开指标的研究。

（1）政府审计信息公开内容和范围的研究

关于公开内容的研究。研究者肖瑞利(2014)提出，政府审计信息公开，主要

是将审计人员在监察过程中所形成的信息内容，包括政府审计规划、成果、整改

状况等向公众公开。叶忠明(2011)指出将审计公开的信息分为两类：一种关于履

职方面的信息，另一种审计机关监督信息的结果。公开范围方面，目前，社会公

众和学者都主张增加政府审计部门公开的内容和具体公开的范畴。如班东启

（2007）就认为公开信息的同时要考虑国家相关的保密信息，因此，范围界定目

前较为模糊不清。

（2）政府审计公开质量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

近些年，政府审计信息公开质量的研究炙手可热。古甘霖(2008)通过分析得

出，政府审计信息公开质量的主要特征有:独立性、及时性、明晰性、审慎与保

密性。聂新军、张立民（2009）通过实证分析解读地方政府审计结果公告理论之

间的差异，并探索了中国地方政府部门审计报告结果公布机制的完善思路。张曾

莲(2013)通过对各审计厅在官方网站上公布的审计公告的信息内容质和量做出

了统计分析，得出全国各地方政府审计公告的总体状况，并通过设立的信息质量

评价系统对每一个政府审计公告进行了评价，可以看出当前地方政府审计公告的

信息质量一般都不高。将政府审计公开质量模型从六个方面阐述及构建。杨雨佳

(2017)通过实证表明:如果人民群众对政府部门审计产品质量的要求越大，则政

府部门审计产品质量就越高；政府部门机构对政府部门审计质量的要求越高，政

府部门审计质量就越高；而公告机构对政府部门审计质量要求也越大，相应的质

量就会提升。

（3）政府审计信息公开质量对国家治理方面影响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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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审计部门信息公开质量与腐败治理的研究。政府审计部门位于反腐倡廉

最前沿，在构筑惩治和防范贿赂的体系中起到了独特作用。Jin Liu, Bin Lin

(2012)通过调查能够看出，政府审计结果公开的力度、审计发现问题后的政治力

量的增加，有助于提高政府部门防止贿赂的有效性。谭美珍(2018)分析了《中国

审计年鉴》,统计数据,发现了审计结果公告带来了积极效果,例如强化了审计审

查力度、提高了审计权威性和建设性以及有效遏制了贪污腐败等。

（4）政府审计信息质量公开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杨锐（2009）设立了一套关于地级市人民政府网站信息公开的考核指标体系，

由四个核心指标体系构成，分别是：内容、网络信息服务、公众参与度和监督反

馈，并对青岛市政府门户网站政务信息公开做出了考评。白清礼(2016)提出我国

政府部门公开信息质量指标设置应当遵循公开信息内容的质量文化，从而给出了

评估指标体系:由四项一级指标、18 个二级指标组成。祁克君(2020)在构建评价

体系的基础上，借助 AHP 法，选取青海省 8市州为例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结果

表明，少数民族地方政府信息公开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信息发布效率、公开方

式、价值导向等问题仍然凸显。

1.2.3 文献述评

通过对文献的检索、阅读以及总结，可以发现就政府审计信息公开而言，完

备、有效的质量评价体系会使得审计信息公开工作事半功倍，而质量评价指标体

系的设立也是该评价系统的核心之所在；它设计的是否科学、合理，极大程度上

影响了政府审计信息公开工作的效率与效果。通过了解国外政府信息公开内涵、

治理效果与作用、政府审计信息公开质量的特征及影响因素，以及信息公开评价

研究的发展历程与实务现状，可以看出某一套评价指标对于所有国家及单位并不

具有普适性，应针对特定的部门或地区设计符合其自身特点的评价指标体系。截

止目前，中国正在汲取国外经验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具有我国特点的政府审计信

息公开的新发展之路。虽然在理论与实践方面都有一定的成果，但由于该项工作

在我国起步较晚，故而其评价体系还需进一步完善。

关于政府审计信息公开的研究，当前，我国不管在研究内涵的深刻程度还是

在应用范畴的宽泛程度上，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国外学者的关注点在审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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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征与影响因素上，国内学者致力于理论基础、内容和方法、体制建设、现状

问题和完善意见等领域的深入研究。然而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对于政府审计信

息公开的研究都还缺乏充分的理论体系为基础，也缺乏一套科学、全面的政府审

计信息公开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考虑到我国现阶段推行政府审计信息公开工作的

重要意义，地方政府审计信息公开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刻不容缓。另外，由于

目前的研究成果多聚焦于地方政府门户网站信息公开评价研究，在地方政府审计

信息公开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方面，仍缺乏系统、科学的理论，也缺少对各

指数权重的确定和实践运用，指标的可操作性也不强。所以，本文亦将重点放在

地方政府审计信息公开质量评价上，通过构建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对地方政府审

计信息公开的工作情况展开综合评价。

1.3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1.3.1 研究内容

第一部分:绪论。介绍了本文的相关背景、意义等，对文献做了整理。

第二部分:对政府信息公开、政府审计信息公开、政府审计信息公开质量的

概念、内涵作了界定。并对与本文内容有关的三个基础性理论等内容进行详细介

绍。

第三部分:A省政府审计信息公开工作现状概括。首先,选取A省为研究对象,

从公开制度、公开渠道、公开内容等维度对该省政府审计信息公开现状进行总体

描述 ；其次,通过现状的反映，来总结凝练 A省政府审计公开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第四部分:构建 A省政府审计信息公开质量评价体系。首先,说明政府审计信

息公开质量评价指标构建的目标与思路；其次,对 A省政府审计信息公开质量的

指标体系进行重新设计,对包含了选取指标体系信息的来源依据和对指标予以评

价的准则进行解释,确定权重分配过程,构建矩阵、检验判断矩阵,最后,根据各指

标评价标准额原则确立标准。

第五部分: A 省政府审计信息公开质量评价指标的应用。进行数据的收集与

整理,利用专家力量对各维度数据做出模糊综合评价,计算最终得分。根据调查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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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的数据进行整理与分析,确定最终评估结果；最后,有针对性的为提升 A省政务

公开的质量和公开治理效果提出较为具体可行的对策建议。

第六部分:结论。通过以上分析得出文章最后结论，并在文章最后对研究结

论作了阐述，也对今后的研究作了展望。

1.3.2 论文思路框架

本文的核心研究问题是如何建立一套适合 A省政府审计信息公开质量的评

价指标体系，以及如何在此过程中发现 A省政府审计信息公开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并提出相应对策。因此，本文在研究政府审计信息公开，以及政府审计质量相关

的理论基础之上，从 A省政府审计信息公开工作的现状分析出发，分析当前 A

省政府审计信息公开质量不高背后存在的问题，构建出适合 A省政府审计信息公

开质量评价的指标体系。主要思路如下：

首先，系统的进行理论研究工作，通过对国内外相关的优秀文献的阅读整理，

熟悉在该领域内专家学者的成熟观点和见解，在把握地方政府审计信息公开质量

普遍不高和当前国家需要加大审计信息公开力度从而迫切需要推进治理现代化

需求这一矛盾的背景下，发现、分析并研究问题。

其次，通过对 A省审计机关审计信息公开的现状与原因进行分析描述，通过

从公开制度、公开渠道、公开内容等维度对 A省政府审计信息公开现状进行总体

描述,对当前 A省政府审计信息公开工作的现状研究，对省厅政府审计信息公开

工作进行分析描述,通过文本分析的方法凝练 A省政府审计公开工作中存在的问

题,进而分析导致问题产生的核心因素。

再次，构建政府审计信息公开质量评价体系。这是本篇论文的重点，主要分

为三步：第一步，参照现有的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的评价指标体系以及审计署和 A

省政务公开的重要文件，运用文本分析法，进行高频词的筛选，从而构建关于政

府审计信息公开质量的指标，借助文献分析等方法，凝练出与 A省政府审计信息

公开质量相关的评价指标；第二步则运用相关软件确定指标的相关权重，利用专

家打分法对所设指标的重要性进行打分，并进行排序；第三步对各层级指标进行

模糊综合评价，也使用调查问卷方法来获取对政府审计信息公开质量评价矩阵打

分结果，最后利用相关软件计算出 A省的最终评价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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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根据已算出的各指标层级分数，在与各文件以及已有的评价中做参考，

确定评价结果的合理性。考虑 A省政府审计信息公开工作的现状，有针对性的为

提升 A省审计信息公开的质量和公开治理效果提出较为具体可行的对策建议，促

进其政务公开工作更加规范、有序的进行。技术路线图如图 1-1 所示。

图 1-1 技术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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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研究方法及工具

为了更好的完成为 A省政府审计信息公开质量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和文章整

体的撰写，本文采用了如下研究方法来支持论文的撰写：

（1）文献研究法

即在确立了文章主旨以后，通过对中国知网、学术杂志、以及校内图书馆的

中外文献库中输入“政府审计信息公开”、“政府审计质量评价”作为等关键词，

对大量关于研究政府审计信息公开的研究的文献进行检索，进而进行归纳、分析

与整理出可供本文写作的重要的相关文献，将研究热点以及此领域未来的未来趋

势进行总体掌握，积累相关的理论基础，确定本文的研究方向、思路和结构。

（2）调查问卷法

支持本文的相关数据主要通过问卷来实现。首先,在描述现状的基础上,通过

给政府相关人员以及普通民众发放问卷,从而发现 A省政府审计信息公开工作目

前存在的问题；其次,在确定 A省政府审计信息公开质量评价体系的相关权重指

标时，将评价体系提供给政府相关人员或专家，再整理和分析问卷，进而确定权

重。

（3）文本分析法

文本分析即文本信息通过从正式文本中被抽取高频特征词进行量化，经过处

理后变成有意义的、高度抽象化和特征化的文本信息。本文采用文本分析法进行

指标的选取,将源于政策文件和文献中的关于政府审计信息公开相关的文本手动

提取做文本分析,进行高频词的筛选,建立初级指标；其次结合国内外政府网站信

息公开相关评价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 A省实际工作现状,经过不断总结、归纳、

筛选,凝练、梳理出有价值的评价指标。

1.4 本文的创新和不足

1.4.1 本文的创新点

第一，研究问题角度聚焦。本文把关注点落在了地方政府政府审计信息公开

质量的评价之上，为省级政府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可以说是更细节，实用性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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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性都很强。由于政府审计信息公开质量的评价在国家层面没有统一的标准，

地方层面更是缺乏，因此，本文在全面梳理、了解 A省现状的前提下，采用科学

合理的方式去评价。同时，跟 A省现状类似的省份也可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和特

点去调整评价模型，期待可以为其他地方省份政府审计信息公开质量评价做参考。

第二，从特有的角度-社会公众角度，比较客观、系统的完善了关于政府审

计信息公开评价的指标体系。由于政府与公众信息不对称，公众又作为信息的弱

势方，本文考虑站在公众的第三方角度，将公民对政府服务功能的体验感和满足

感纳入衡量指标，进而设定适合的政府审计信息公开质量的评价体系，使得由此

得出的评价结果更有意义。

1.4.2 本文的不足

在论文写作过程中，不可能尽善尽美，仍有很多不足需要改善。如对国外文

献的研读较少，个人的理解还是有局限；在设置指标的时候，由于缺乏现有的质

量方面的评价体系的参考，因此难免在设计指标时可能考虑的并不全面；各种方

法的量化以及专家打分等，也避免不了主观意识的影响等。希望在今后可以克服

障碍，尽量做到全面搜集信息，从而为研究课题献出自己的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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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2.1 相关概念

2.1.1 政府信息公开

首先，政府信息公开的概念界定一直处于争议当中，所谓见仁见智。但是在

新修订的《条例》中，关于政府部门信息的内容定义又有了进一步的、具体的定

义为：“行政主管部门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制定或获得的、以特定形式记

载记录、存储的信息内容”。一是从主体的角度来看，此处的“政府信息”所指

的是各级政府机关和行政主管部门的信息内容。二是从行使职能角度看，政府部

门信息必须要具有行政性，如行政部门出台的规范性文件等。三是从来源要素而

言，包括了政府部门自己所制定的信息以及在政府部门管理工作流程中所取得的

信息。四是存储形式的考虑，内容必须是以特定形式记载记录、储存的信息，包

含了纸质信息内容和电子信息。

新《条例》颁布之后，对政府信息的公开性也有了更加具体的规定，将把

“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的原则真正的加入了这个法规之中，同时借鉴

了国外经验，将信息的公开内容进行界定，如此，可以使公众更加有效行使基本

权利，监督政府部门的信息公开工作。

2.1.2 政府审计信息公开

政府审计信息公开占据政务公开工作的主要部分，指各级政府审计部门通过

采取一定方法向审计信息的需求者、社会公众和政府部门其他有关方提供各种审

计信息相关内容，包括审计结果公告、政策的解读、机关廉政建设、审计报告等。

一般来说，所谓政府审计信息公开，就是将各审计机构的相关审计信息公布

给公众，而政府审计信息公开即将有关的政府审计部门在履职过程中或实行审计

活动中产生的各类信息在官网上或者通过其他渠道向社会公众公布。而当前，我

国政府审计信息公开主要有两种渠道：一是由各级政府审计部门主动发布。目前

审计机关公开信息的渠道多种多样，有网站、电视媒体、杂志期刊等，此为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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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社会公众依照个人的信息需求，也可向审计机关提出申请，审计机构可按

照此申请，依条件是否符合来作为回复或者不回复的依据，符合条件的依法给予

公众查阅。以上构成了我国政府审计信息公开的内容和方式，助力了审计信息公

开的发展。

2.1.3 政府审计信息公开质量

政府审计信息公开的内容，包括审计机关在履行行政职能过程中产生的各类

经济监督信息，政府审计信息公开关系着国家治理能力的再体现。因此结合专家

学者的观点以及笔者的理解，本文认为政府审计信息公开质量是指政府审计机关

是否遵循《条例》以及《审计法》的规定将审计相关的结果、法律法规、政策解

读等应当主动公开的信息及时、准确、客观、公正的公开，以及是否公开的是民

众热切关注的事项、回应关切，也包括信息公开后在出现严重违法违纪的问题时，

政府审计机构人员发觉、揭示和改正严重违法违纪问题的联合概率。不仅包含了

发觉问题和揭示问题，还包括对发现问题的修正。本文认为政府审计信息公开质

量的评价从以下几点进行：公开的审计信息是否真实、完整与全面，其次，公开

的信息是否具有时效性、是否可读、是否易懂等；最后就包括，公开的审计信息

是否准确、客观的表达等，这些都是基于信息的质量特征总结而来。因此，政府

审计信息公开质量即信息本身的特性以及对国家治理产生的效果。

2.2 理论基础

2.2.1 公共受托责任理论

经济学上认为，公司存在着两个主体，受托人和委托人，受托人受委托人的

委托，运营或负责管理公司，他们之间产生的委托代理关系就是受托责任。政府

管理公共资金，从而产生受托责任关系，为了监督该受托责任可以得到良好的履

行，即产生了政府审计，而存在于政府审计过程的受托责任就是一种公共受托责

任。

审计机关作为受托人，和委托人对社会公众的利益方向并不完全一致，此时

若没有对委托管理责任的有效监管，则委托管理责任就可能因为自身权益而让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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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人利益遭损。因此，从公共受托责任视角来说，实行审计结果公开，一方面解

决了公众对审计信息的需求，另一方面，也约束了审计部门的代理行为，从而让

受托责任的双方职权达到一个动态平衡。

本文使用公共受托责任，解释政府审计公开的作用与功能所在，正是由于政

府审计受公众所托，对公共部门的履职情况进行监督，站在社会公众的角度，更

需要参与到政府的管理中，监督政府履职，也将会使公民知情权的行使得到充分

的保障。

2.2.2 信息不对称理论

信息不对称理论，由肯尼斯.约瑟夫.阿罗首先提出，起初只是指在经济领域，

但因为两个交易主体之间彼此拥有的信息内容是有差别的，由此拥有信息多的一

方则占据优势，而信息不足的一方则将陷入被动状态。由此，也反映了信息在获

取和产生的过程产生了数量、质量、以及来源均存在差异，这种不均衡也会导致

双方利益的不均衡，进而对社会的公平和公正产生较为负面的影响，最终导致资

源配置的效率。在政府信息公开的过程中，政府作为提供方，而公众则为需求方，

政府有权决定公布哪些信息，公众则成了信息的被动接受方，因此，信息就发生

了不对称，从而损害社会公众利益。

政府为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就必须公开有关信息，公众若需要证实信息

质量，则就需要审计，审计的实质是增加信息的真实性，并保障信息质量。一旦

公共信息的质量低劣，资源配置效率将会降低，并由此引发社会、经济、政治等

问题。于是各方也就有了对增加政府信息质量和可信度的需求，因此，积极做好

政府审计信息公开，提高行权的公开性和透明度，有效规范政府行为，也是促进

政府廉洁的一个途径。

本文使用信息不对称理论，说明政府审计信息公开的必要性，以及高质量信

息需求动因，因为仅仅说政府审计公开需要质量，没有说服力，正是因为政府信

息的不对称，为改变这种局面，才更要关注政府审计信息公开的质量，政府需要

主动公开，使公众能够更好的行使参与权、知情权、监督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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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公共治理理论

公共治理理论，最早在 20 世纪被提出，把对社会以及整个国家公共事务的

管理方式视为重点研究内容。该理论以新学说的方式提出了政府行政，并重新定

位了政府部门的角色。党中央又明确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主要目标是逐步转变

政府职能，降低政务成本，提升工作办事效率，健全政府管理制度，逐步建立廉

政高效、公开透明的国家行政管理体制。同时，党中央又一再提出：公民的权利

应得到保障，使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民众有序的参与政府治理。

在现代公共治理理论体系下，社会公众作为公共管理中的重要主体之一，他

们能够利用各种渠道来表明自己对公共事务的观点及意见，这些观点将直接或间

接的影响公共治理。审计机关受公众委托，将审计信息进行公开，这也使得公民

参与了国家公共治理，同时更增强了政府审计信息的公开度，进而推动了政府部

门和公共部门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有效保障了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使国家良治

得以实现。

本文以公共治理理论为理论依据，能够合理解释政府审计信息公开质量评价

的行动目的，可以说，新的服务型政府应成为透明政府、诚信政府、绩效政府和

法制政府，要做到透明、诚信，政府就必须通过独立部门来评价自己，获得公众

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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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 省政府审计信息公开的现状分析

3.1 A 省政府审计信息公开工作基本情况

3.1.1A 省政府审计信息公开工作的制度现状

A 省由于经济落后，从《条例》公开之年就已经积极推进政府审计信息公开

工作，一直到现在，虽然施行的效果不是非常好，但是一直都在有所进步，A省

审计机关也是依法进行公开信息，期间一直有国家以及省级层面的制度保障，公

开的历史进程如下：

（1）法律要求

2006 年 6 月 1 日实施的《审计法》明确作出要求：地方政府应当每年将预

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报告以及问题的的纠正处理情况向本级人大作出汇报，同

时各部门审计机关应当将审计结果进行积极公开，以满足有关部门和社会公众的

信息需求。

2021 年新修订的《审计法》规定“审计机关应当向社会公布审计结果”，

这使得政府审计信息公开中的审计结果信息公布成为一项法定义务。

（2）国务院法规要求

2008 年 5 月 1 日施行的《条例》，适用于所有政府相关部门和机构信息公

开而制定的法规，它从各个方面对政府信息公开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因此，该条

例的实施不仅对各机关信息公开提供了法规依据，也为政府审计信息的公开创造

了良好的法规环境。

（3）审计署部门规章规定的要求

2002 年 3 月 19 日，《审计署审计结果公告试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被审计署颁布，规范了审计人员从事业务工作的要求，社会公众也从审计结果公

告中快速的了解了最终的审计信息。

（4）A省有关规章和制度规定

随着《条例》的出台，A省政府于 2008 年 10 月份颁布了《A省审计厅实行

信息公开实施办法》、《A省审计厅政务工作督察办法》以及《A省政府信息公

开试行办法》依法履行审计监督职责，及时公开审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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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6 月份颁布了《A省政务公开规定》进一步完善了 A省政府信息公

开的依据。

2015 出台了《A省审计厅政府信息公开暂行办法》、《A 省审计厅门户网站

管理办法》以及《A省审计厅政府信息公开指南》等制度规定，对 A省全省审计

机关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进行具体指导。

2016 年出台了《A省审计厅关于加强政务公开工作的实施方案》、《A省审

计厅审计结果公告办法》等一系列制度规定，通过完善政府信息公开机制，加强

工作考核力度，实行考核结果通报制度，增强政府信息公开时效，对政府公信力

作了有力保障，有效发挥了信息公开对建设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制政府、廉

洁政府的促进作用。

自此之后，A省每年都会制定当年的政务公开工作要点，指导当年的政府信

息公开工作，规范信息公开行为。

3.1.2 A 省审计厅组织构建情况

A 省审计厅现有机构设置为：21 个内设机构（包括省委审计委员办公室秘书

处、财政审计处、电子数据设计处等）、10 个派出审计局（包括公检法审计局、

农林水利审计局以及卫生医疗审计局等）、以及 3个直属事业单位（包括机关后

勤服务中心、审计科研培训中心以及电子数据审计中心）三部分组成，1名副厅

长负责分管 A省审计厅审计信息公开的日常工作，成立了由副厅长牵头的领导小

组，按期对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进行统筹安排与规划，人员变动及调整也比较灵活，

并且设置领导小组办公室统筹安排与信息公开相关的工作。

在信息公开工作考评方面也进行了相关的规定，在建立健全考评制度的同时，

进行任务分派，并责任到人、到科室，并且参与年终考核，各州市也是如此，年

初下达工作安排与工作计划，统筹安排实施整年的信息公开工作。

3.1.3A 省政府审计信息公开渠道建设情况

在公开载体方面，A省政府信息公开的载体类型较为多样，主要有 A省审计

厅门户网站、人民网、审计署网站、《中国审计》、《中国审计报》等省级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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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媒体、微信公众平台、A省日报报纸、《A省审计》、信息展板以及电子公

屏等。载体多种多样，保证公民能及时准确的了解到相关的政府审计信息。

（1）审计厅门户网站

审计厅门户网站由于其独有的优势，如网站的受众面广、信息量大以及传播

速度快等，成为了审计信息公开的主要渠道，及时准确地推送审计信息。对于门

户网站实时加强管理，定期由专人对网站进行维护、管理和监测，保证信息的真

实、有效、完整与准确。2015 年，根据政府网站的要求，还对网站进行了升级

与维护，加强网站技术力量建设，指定专人将门户网站的信息进行更新与维护。

并且在新冠疫情爆发后，又设置了“抗击疫情，我们在行动”、以及“精神文明

建设”等专题专栏。同时，也有“领导信箱”“信访举报”“省纪委派驻审计厅

纪检组信访举报”“作风问题投诉受理信箱”等链接，增强门户网站的各项功能，

如政策解读、舆论引导等。

（2）微信平台

2015 年，A省审计厅拓宽了信息公开渠道，借着微信的普及与便利，继而设

立了官微 “A省审计厅”，这样就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按时、准确的推送与 A省

审计相关的新闻资讯等，是 A省审计厅为信息公开宣传打出的新阵地、新领域，

并且至今已有几万粉丝，说明官方微信平台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传播渠道，助理

A省政府审计信息公开工作。

（3）媒体平台

与人民网、审计署网站、《中国审计》、《中国审计报》、《A省日报》和

A省广播电视台等媒体进行畅意良性互动与沟通，并且将相关的重大审计活动、

审计项目等利用新闻媒体进行座谈会，积极听取民意，回应关切。并且也会将审

计工作的各种成果以及经验等进行公开，积极做好审计信息公开工作。

（4）其他载体

除以上平台外，审计厅机关大厅也设置政务信息显示屏等，及时公布与审计、

与审计厅相关的信息，包括干部任用和单位财务收支情况，接受社会监督；在厅

机关档案室设立政府信息索取点，解决民众对信息的需求。制定审计重大项目听

证会制度，逐步扩大决策公开的领域和范围，有助于政府与民众的沟通顺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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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公开方式情况

本文专门选取 A省审计厅 2015—2020 近五年的信息主动与依申请公开情况

进行比对分析，总结出了 A省近几年来审计信息公开工作情况。

（1）主动公开情况

图 3.1 A 省政府审计信息主动公开数量变化图

A 省政府审计信息公开内容依照公开指南，严格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及相

关规定要求公开信息，包括本单位的各个方面的信息。主要从省级新闻媒体、门

户网站、以及信息展板和电子信息公屏等渠道进行公开，并且也是逐年增加。（上

图 3.1 所示）

表 3.1 A 省政府审计信息主动公开数量（条）

年份 省级新闻媒体 门户网站
信息展板和电

子信息公屏
合计

2020 年 106 2450 62 2618

2019 年 56 1604 54 1714

2018 年 41 1580 19 1640

2017 年 66 1862 33 1961

2016 年 111 2796 79 2986

2015 年 560 2899 72 3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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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 2015 年《公开指南》发布之后，A省加大了审计信息公布频率和数量，

尤其是 2015 年当年，达到了 3531 条（表 3.1 所示），公开的总体数量也是逐渐

加大的趋势，其中也增加了图表等显而易见的方式，并且门户网站的访问量也是

逐年增多，2020 年一度增加到了 102.9 万人次，比以前年度有了显著提高，有

力的宣传了审计工作，扩大了审计影响，营造了和谐的审计环境，为推动审计工

作科学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图 3.2 A 省审计结果公告类型分布图

推进审计结果公告制度化、规范化，密切结合审计工作及时公告审计结果，

涉及预算执行、政策跟踪情况、经营绩效情况、问题整改情况、国有资产、外资

使用、等各个重要领域。从图 3.2 中发现，A省审计结果公告中国外贷援款项目

最多，并且后续公布也比较多，而经营管理与经营绩效专项审计公布的比较少，

说明 A省的政府审计信息公开类型虽然多样化，但是差异较大。

（2）依申请公开情况

根据实际情况建立审计信息依申请公开制度，依申请公开工作会制定专人负

责，并且会在门户网站、公布 A省的各项公开要求以及指南，以及服务的各项渠

道，将工作透明化以帮助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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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A 省政府审计信息依申请公开情况

年份
A省审计厅依

申请公开数量
类型 答复情况

2020 年 5 主动公开 2 条，部分公开 2 条，
1 条未答复，属于法律法规禁

止的情况

2019 年 8 本机关不掌握相关政府信息 均答复

2018 年 8

主动公开 1 件，同意公开 2 件，

申请信息不存在 2件，告知通

过其他途径办理 2件

1 条未予以答复，（不属于《条

例》所指政府信息）

2017 年 1 部分公开 及时答复

2016 年 3 部分公开 予以及时答复

2015 年 2 公开信息 现场予以答复

资料来源：A 省审计厅历年政府审计信息公开年报

根据 5年间的数据统计，A省审计厅依申请公开的信息不多，并且答复情况

也可以，基本都不予以答复了，属于法律禁止的没有被答复，整体来看，虽然数

量较少，但是答复情况令人满意。

3.2 A 省政府审计信息公开存在的问题

3.2.1 审计信息公开内容不够全面

在 A省目前发布的审计公告来看，只公布了部分内容，比如一些基本情况、

问题以及整改情况等，但是忽视了真正的审计过程涉及的信息，从理论上来说，

审计信息的公开不仅应该及时，也应该全面且完整。因为审计过程的相关信息的

公开是有助于增强审计过程透明化、减少政府腐败问题，以及提前预防审计风险

的。另一方面来说，A省已经发布的审计结果信息很多都是专业情况，很少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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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民情等民众真正特别关注的问题，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审计信息公开

的内容不够完善、范围边界仍然不明晰。

从公开范围来看，截至 2020 年 12 月，A省审计厅公开的审计结果公告为：

2018 年公布了经营绩效审计和经营管理情况审计公告分别有 1个，其他年份都

是预算和财政收支情况审计公告，整改情况也公布了 4条，没有涉及其他类型的

审计报告。很少公开涉及医疗、食品、以及教育这些公民真正关心的领域的审计

情况；从网站公开内容方面来看，仅发布一些与 A省相关的内部审计信息，近几

年来，很少转载其他来源的审计信息，这样也难以借鉴其他地区在公开审计信息

方面的好的经验与做法，阻碍本省的审计信息公开工作的积极发展。

3.2.2 审计信息公开方式单一

在公开形式上，A省审计厅通常都是以工作报告为主，审计报告为辅，而很

少探索一些公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比如图表、漫画、以及小视频等生动易懂的方

式。由于审计工作的信息本身就比较专业、晦涩难懂，若是再大篇幅以文字表述，

并且夹杂难懂的专业语言，那么，审计信息的可理解性与可读性就大打折扣了，

理解难度增加，这对公众了解审计信息产生了阻碍作用。

另外，由于主要方式的门户网站信息检索功能不是很全，对信息的便捷性产

生了影响。目前暂未开通政务微博增强与公众的互动交流，并且除了《A省日报》

以外，几乎没有相应的期刊刊载审计厅审计结果信息等，都是 A省审计厅在信息

公开方式上需要改进之处。

3.2.3 审计结果信息公开发展滞后

A 省并没有从 2008 年《条例》公布以后就开始公布审计结果，而是 2010 年

才开始公布第一份审计结果公告，从目前的调查看，仍然存在公开的审计结果数

量及类型的相关问题。

公开审计结果公告总体来说数量少，从图 3-3 可以看到，A省审计厅在官方

网站上只公开了 36 个审计结果公告，2个审计整改结果，每年公布的审计结果

公告平均都不超过 6个，如图 3.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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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A 省审计厅各年度公开的审计结果公告数量

3.2.4 审计信息公开工作考评质量不高

为认真落实 A省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使公开质量有所提升，制定了《A省政

府信息公开考核办法》，考核的主要内容有：组织推进情况、工作开展情况、平

台建设情况、制度建设和执行情况、以及监督情况和国家及省年度政府信息公开

工作要点落实情况。但是在考评方面，规范标准尚未完善，导致有些问题一直存

在，从 2015 年到 2020 年，每年存在的问题都类似（表 3.3 所示），说明问题一

直存在，未得到解决，信息公开的质量有待提高。

表 3.3 A 省政府审计信息公开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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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A 省政府审计信息公开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3.3.1 审计机关内部信息公开工作的制度规定不够完善

在政府部门，任何一项工作的顺利长久的推行，都需要一套完善且相关的配

套机制来做基础保障。在调查分析了 A省的政府审计信息公开工作现状之后，A

省审计机关内部关于信息公开工作的制度规定不够完善，缺乏一定的保障，因此

相对来说，A省审计信息公开工作的进行并不很顺利，在总体上，水平是落后于

其他地方性审计机关的。

第一，A省审计厅缺乏严格的审计结果公告制度来对政府审计信息工作的

报告做制度化统筹安排 。也就是 A省并没有结合实际情况为当地的审计信息公

开制定具体的公告办法，导致对于信息公开的范围、结果、具体流程、形式等都

没有统一的规范要求和说明，因此，工作的开展就少了一定的参考依据和适当的

标准。

第二，A省审计厅对于审计信息公开的质量的考评机制尚不完善，按照《条

例》的规定，省审计厅应当负责下级审计机关的工作推行与监督指导，但 A省由

于各方面的原因，忽视了对审计信息公开方面的考核情况，因此，A省整体审计

信息公开工作都比较迟缓，没有考评方面的压力，审计信息公开工作反而懈怠了，

影响了 A省审计信息公开制度的推行。

第三，A省审计厅政府虽然已经颁布了一些对审计工作的指导文件等，但是

只是大的条条框框，很少有具体又详细的指导意见，因此，每年 A省的依申请都

很少，平均不超过 6个，说明 A省整体的审计信息公开制度化建设依然是个“硬

骨头”。

3.3.2 审计信息公开缺乏独立性

独立性贯穿于审计工作的始终，而目前我国审计机关受双重领导，在这种情

况之下，A省审计厅也不例外。由此，A省政府审计监督受到影响，从而导致政

府审计信息工作也缺乏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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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地方性政府中，受我国审计体制的影响，审计机关一方面受本级人

民政府的领导，又与被审计单位共同归属于本级政府的管理之下，而政府审计部

门通常反映的审计信息是当地政府部门所存在的问题，但是审计机关通常发现问

题之后要报备当地政府使其知悉，这样一来，就导致审计机关很被动，审计机关

所公布的信息就有可能不被完全真实公开，而在 A省这种地方性政府审计机关也

会受本级政府的牵制，政府处于对政府形象、经济、以及各项自身的发展考虑之

下，虽然也会公布，但可能会对公开的信息做一些处理，或使问题减轻化处理。

其次，A省审计机关的各项年初预算以及各项经费都由本级财政部门进行保

障供应，那么，审计部门对于所发现的财政部门的各项财政收支各方面发现的问

题，就会有诸多考虑。因此，审计的独立性就受到了影响，不能在公布审计信息

的时候做到完全独立。

最后，地方性审计机关毕竟要在人事、财政、以及各项管理都要受到来自政

府部门的牵制，因此，做到完全独立严格审计是很难的，审计信息的公开结果也

就难免会不客观、不全面。

3.3.3 审计信息公开工作本身的限制

首先，审计作为专业性极强的工作，本身就让审计工作与公众脱节，因为，

审计部门公开的问题不全是是公众特别关注的事项，即少部分是民生问题的披露，

但是，大多数都是与审计本身相关的信息，比如审计结果公告，因此，民众的关

注缺乏对审计信息公开的效果和质量就会大打折扣。虽然审计机关经常也会发布

一些政策解读，但是，这并不能解决审计信息存在解读通俗性受限以及不易懂的

缺陷。

其次，审计机关自身的认识不到位，没有正确认识到审计信息公开工作对于

审计工作质量的根本性作用，反而认为审计信息公开会放大审计工作质量方面的

问题，进而会增加审计公开的特定风险，对政府机构形象造成不良影响。

最后，由于审计工作自身的局限性，导致公众或被审计单位不理解造成审计

部门的懈怠情绪，从而主动性降低，导致政府审计信息公开工作效果不好，公开

的问题也不够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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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审计信息公开的监督力量薄弱

审计工作的主要目的是“防未病、治已病”，审计机关负有查错纠弊的功能

与作用。而审计机关作为相对独立的第三方，可以相对较为客观、全面的指出被

审计单位的财务收支问题以及内控问题，而这些问题一旦被披露与公开，或多或

少都会对本部门产生一定的影响，因而，面对这种情况，被审计部门对于审计信

息公开，就会懈怠，导致审计机关的信息公开工作受阻。A省政府审计信息公开

的信息有一部分不是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民生问题直接相关的信息，《条例》

规定，政府审计信息公开应当时刻受到其主管部门的管理与监督，若审计部门由

于某种原因，未按相应的法律法规规定对信息进行公开，或是违法公开，社会公

众以及其他部门都可以对其进行监督，将相应的情况反映给主管部门。但是，目

前 A省审计厅虽然也公布了公开指南，但是，由于审计工作相对的专业性，导致

政府审计公开的内容与公众没有太大联系，并且政民沟通本身也比较少，也很少

邀请读者对往年的公开年报给予评价，最终造成审计信息的公开对公民关注的事

项披露不多，究其原因，就是政民沟通缺乏以及外部监督力量薄弱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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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A 省政府审计信息公开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在相关理论和 A省政府审计信息公开现状及问题分析的基础之上，要对 A

省政府审计信息公开的质量进行评测，测评注重指标的构建及指标体系的权重确

定。因此，本章对指标构建的目标思路及指标体系权重的确定方法进行了分析，

并对政府审计信息公开质量评级的指标体系权重进行了确定。

4.1A 省政府审计信息公开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目标与思路

4.1.1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目标

要客观评价 A省政府审计信息公开质量，必须要以政府审计信息的公开度和

透明度为前提。在公开性方面，应当将整体的评价重点放在公开的内容和效果之

上，也就是公开的内容是否是否符合国家的《条例》和 A省对政府审计信息的相

关指南和要求；另外，要保证政府审计信息公开能够满足公众对审计信息的需求，

因此，为了实现政府审计信息公开的效果，就要看审计信息的公开是否满足公开

和透明的要求，这也是指标体系建立的最终目标。因此，在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时，

要着重关注指标的筛选和细化、以及权重的分配，以便更好的评价工作，监督政

府审计信息的公开，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

4.1.2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思路

纵观目前的政府审计信息公开工作评价的指标体系，根据级别不同主要有以

下两种模式：一类是针对国务院的国家层面版本，里面包含了评价的各级指标，

评价标准等，国家机构的信息公开可以借鉴套用去评价；另一类是针对地方政府

版，其通常有很多版本，几乎各个省各个机关都有自己的评指标或来自条例摘取、

或来自自己设计，相对来说非常的不规范、不统一，适应性不强。

因而本文在构建评价指标时，先参考了已有的一些相关的文献中关于政府信

息公开、信息公开以及审计信息公开的评价指标，再从例如《条例》这样的政策

文件里提取，以及参考欧阳华生的政府审计信息公开质量的特征分类，再进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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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分析，将他们归纳总结，用专家打分法确定筛选，最终梳理出各层级评价指标。

最后参考 A省政府审计信息公开工作的实际情况，以及公开指南，补充了一些指

标，最终形成了符合 A省实际情况的评价指标，指标的设计思路如图 4.1 所示：

图 4.1 指标构建思路

4.2 A 省政府审计信息公开质量评价指标选取

4.2.1 指标的构建依据

在指标的构建过程中，指标的依据非常重要，指导指标的构建全过程，主要

从相关政策中提取关键词以及以已有的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的质量评价指标作为

参考依据，来进行指标的构建与选取工作。

（1）信息公开相关政策要求

政府审计信息公开符合我国依法治国战略下建设服务型、透明型、以及民主

型政府的要求，也是从严治党的重要体现。而相关的政策文件是建立 A省政府审

计信息公开指标体系的基础依据，《条例》的颁布对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的方式、

范围、程序以及内容和边界等各个方面做出了相应的法律规范和依据，当然，政

府审计信息的公开也是以此为法规依据，而《审计法》的发布对政府审计信息的

公开做出了法律要求，这样，使得政府审计信息公开有法可依；还有《A省政府

审计结果公告办法》的施行也对 A省政府审计信息的公开提供了相应的要求与依

据，因此，地方性政府审计信息公开质量的评价首先要从规范的法律文件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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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了指标的合法性，因此，笔者先总结了相关的政策文件要点以作为指标体系

的初始依据（如表 4.1 所示）。

表 4.1 有关政府信息公开的各类政策性文件要点归纳

以上的政府文件规范进行文本分析可作为评价指标的直接来源，《条例》主

要对内容做出要求，即“利用统一的政府平台主动发布政府信息”，即体现了政

府信息公开的范围要求，审计信息的公开也是一样，即应当具有“全面性”和“公

开性”，这是评价的前提条件；国务院办发的文件中强调要加强政府审计信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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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现方式，即“多样性”、“可读性”和“可理解性”；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

工作的要求中可以发现，要求：“必须将涉及公民权利、义务的信息必须按照合

法程序予以公布”，即体现了政府信息公开要有“全面性”、“便利性”，因此，

政府的政策性文件可提供指标建立的基本依据。

（2）已有的政府信息公开质量评估指标体系的研究

在对文献进行检索之后，由于没有专门的审计信息公开相关的评估体系，故

可以已有的政府信息公开的相关研究作参考，白清礼以《条例》以及政府信息本

身的特点从三方面提出了评价指标的设置原则：公开信息的质量文化、法律规范、

科学性。并且以这些原则为基础，构建了政府信息公开质量的评价体系（如表

4.2 所示），在后续构建审计信息公开时也可参考此评价指标体系。

表 4.2 政府信息公开质量的评估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信息本体指标

真实性

准确性

精炼性

可理解性

规范性

原始性

安全性

程序合理性

信息集成指标

完备性

全面性

一致性

可追溯性

持续性

信息效用质量
可用性

信息的权威性

信息服务质量

及时性

易取性

可近性

4.2.2 指标的选取

1、政府信息公开质量的评价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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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A省相关评议制度内容包括：内容方面考察政府公开信息的质量主要从

全面、真实、准确来考量；形式方面主要从是否便捷来作为考虑依据；时限方面

主要考量公开是否及时；效果方面主要以公众是否满意作为依据；制度方面主要

以相关的制定与执行情况作为考量依据。

2、政府审计信息公开质量评价维度

依据文献的分析以及结合实践工作，审计信息公开的质量要求也是要建立在

政府信息公开基础之上的，因此，依据以上分析，暂时将政府审计信息质量特征

的维度分为三个，分别是信息内容质量与信息形式的质量和信息效用的质量，将

他们作为一级指标：

（1）信息内容质量维度

政府审计信息内容质量指标要求首先应当满足信息的真实性，即政府审计机

构公开的各项信息应当满足真实的要求；其次，内容质量特征要求内容应当具备

公开性，在此基础上每份公开的信息应尽量实现完整、公开的种类应当全面，因

此，真实、完整、全面是内容的根本要求。

（2）信息效用质量维度

政府审计信息效用要求指标应当作为评价是否及时满足公众对信息的需求，

以及监督和评价的基本要求。政府公开信息的及时性对政府审计信息的时效性有

着直接影响，而重要性对公民满意度以及公开的效果有着直接影响，故将其作为

衡量信息效用质量的一个维度。

（3）信息形式质量维度

信息形式质量维度评价政府公开的信息形式是否多样，渠道是否完善，能否

满足公众对信息的需求，是否容易理解。政府信息公开的便捷性和可理解性对信

息公开的质量有重要的影响，因此作为信息形式质量评价的一个维度。

3、政府审计信息公开质量评价指标体系选取

信息的质量特征作为一级指标，根据《条例》的要求，又将信息本体的质量

特征依据上文所述划分了评价维度作为二级指标，分别是：

公开性。首先，政府必须具有公开性，来公开政府履职过程中产生的各类信

息，也就是公开指南中规定有主动方面和依申请方面，都要首先做到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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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性。每份政府审计结果公告的内容依据基本要素应当是完整的，没有遗

漏的，不能模糊不清，或者是要素不齐全。

全面性。是指政府依照制度规定所公开的信息是否都包含，包括 《条例》

和其他法律法规规定以及 A省政府规定的信息。

可理解性。政府审计信息公开后，是否有利于公众的需求，是否可以被看懂，

这从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公开信息的质量要求，由于审计本身的专业特性，因此，

对不同的信息而言，最适宜公开的方式是不同的，有的信息适合文字形式公开，

而有的信息则适合文字加图标或视频的方式更有利于公众理解。

及时性。政府审计工作结束以后，为了使信息的使用者能尽快获取或是为了

发现的各项问题能及时整改，应当使信息的公开在一定的时限内及时公布。

便捷性。审计机构公布的审计信息可以很方便的从门户网站搜索而来，并且

公开的信息表述简洁、凝练、明确、扼要，经过了提炼和挑选，获取方式便捷。

综上所述，本文在评价的过程中共设计了 3个一级指标，这些是从相关的文

献中整理和信息质量的本体特征整理而来。本文将这些指标按照各自的特性细化

到 7个二级指标和 20 个 3 级指标。具体如下表 4.3 所示：

表 4.3 A 省政府审计信息公开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审计信息公

开内容质量

A1

全面性 B1

该年度完整的审计报告提供情况 C1

门户网站上公开类别的全面性 C2

审计厅职能及机构设置的公开情况 C3

公开性 B2

厅门户网站政府公开板块设置情况 C4

政府公开的年报及质量 C5

依申请信息公开的开展性 C6

完整性 B3
审计公告基本要素的完整性 C7

审计公告具备内容的完整情况 C8

审计信息公

开效用质量

A2

及时性 B4

审计结果类信息产生的及时性 C9

审计结果类信息公布的及时性 C10

依照法律法规规定的时限公布信息情况 C11

重要性 B5
公布的审计类信息是响应民众需求的重大事项 C12

可以满足社会公众对审计结果类信息的需求 C13

审计信息公

开形式质量

A3
可理解性 B6

审计意见表达清晰、易于理解 C14

审计结果分类公告、便于解读 C15

采用多种方式表达审计公告的内容 C16

数据的清晰精确性 C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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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3 A 省政府审计信息公开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4.2.3 评价标准

要想准确地对 A省政府审计信息的质量进行评价，光建立评价指标远远不够，

还需要为指标配备一套科学明确的评价标准。评价标准作为综合打分的基础依据，

力求客观、公正和统一的依据和标准，本文在借鉴 A省相关的评议制度以及文献

整理的基础之上，针对 20 个三级指标确立了相应的评价标准解释，具体如下:

表 4.4 A 省政府审计信息公开质量指标体系评价标准

三级指标 评分标准

该年度完整的审计报告提

供情况 C1

*每年提供审计报告且内容完整：5分

*每年提供年度审计报告但类别较少：4分

*提供年度审计报告但内容不太完善：3分

*公布审计报告但不完整：2 分

*基本不公布审计报告;1 分

门户网站上公开类别的全

面性 C2

*按照“通知公告”、“审计结果公告”、“政策解读”、“法律法

规等分类在门户网站公开：5分

*只公布部分公告且不分类：4分

*公布的信息混杂，没有按分类公布：3分

*公布的信息混乱：2分

*极少公布审计信息且不分类：1 分

审计厅职能及机构设置的

公开情况 C3

*在门户网站上公布审计厅职能及机构设置情况：5 分

*公开审计厅职能和机构设置情况，但没有具体说明：4 分

*只公开其中一种情况：3分

*机构设置情况没有具体说明：2 分

*没有公布审计厅职能及机构设置情况：1 分

官方网站设置政府公开板

块情况 C4

*设置政务公开板块，且包含机构职能、机构领导、政策法规、人事

信息等非常全面的信息：5分

*设置政务公开板块，且包含机构职能、机构领导、政策法规等较为

重要的信息，不非常全面：4分

*设置政务公开板块，但可供查询的信息不太完整：3分

*设置政务公开板块，可查询的信息非常不完整：2 分

*未设置政府信息公开板块：1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便捷性 B7

公布的审计信息使社会公众易于理解、操作及使用 C18

搜索和获取政府公开的信息时的快捷性、方便性 C19

审计结果类信息数据相关信息的公开的集中情况 C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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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4 A 省政府审计信息公开质量指标体系评价标准

三级指标 评分标准

政府公开的年报及质量 C5 *已经公布年报，从《条例》颁布当年就已公布，年报内容齐全：5

分

*公布年报，数量≥5个，内容全面：4 分

公布年报，年报数量介于 3-5 个，内容较为全面：3分

*公布年报，年报数量介于 1-2 个，内容较为全面：2分

*未公布年报或公布了但内容无实质性信息：1 分

依申请信息公开的开展性

C6

*已开展，申请流程详细，并一一做出公开答复：5 分

*已开展，申请流程详细，已做出答复，但未在公布详细内容：4 分

*已开展，申请流程详细，但未进行申请：3分

*是否开展不得而知：2 分

*尚未开展：1 分

审计公告基本要素的完整

性 C7

*信息完整且完全公开;5 分

*信息仅公开了较为重要的事项：4分

*审计信息的基本要素不完全：3 分

审计公告具备内容的完整

情况 C8

*公告内容完整：5 分

*公告内容为重要的事项：4 分

*公告信息公布不完全：3分

审计结果类信息产生的及

时性 C9

*审计结果在发生 2 月以内产生：5分

*审计结果在发生 3-4 月之间产生：4 分

*审计结果在发生 5-6 月之间产生：3 分

*审计结果在发生 6 月-1 年间产生或无法确定时间：2 分

*审计结果在发生 1 年以上产生：1分

审计结果类信息公布的及

时性 C10

*审计结果产生的 1 周内公布审计结果：5 分

*审计结果产生的 1 周-2 月内公布审计结果：4 分

*审计结果产生的 2-4 月内公布审计结果：3分

*审计结果产生的 4-6 月内公布审计结果：2分

*审计结果产生的 6 月之后公布审计公告或无法确定时间间隔：1 分

依照法律法规规定的时限

公布信息情况 C11

*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的时限公布信息：5分

*较为滞后公布审计信息;4 分

*超过规定时限时间很长才公布信息：3分

公布的审计类信息是响应

民众需求的重大事项 C12

*基本都是公众关注的重大事民生问题：5 分

*重大事项少：4分

*重大事项较少：3 分

*基本没有重大事项：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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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4 A 省政府审计信息公开质量指标体系评价标准

三级指标 评分标准

可以满足社会公众对审计

结果类信息的需求 C13

*社会公众的需求可以满足：5分

*社会公众的需求基本满足：4分

*社会公众的需求不能满足：3分

审计意见表达清晰、易于

理解 C14

*审计意见内容完整，且表达清晰，易于理解：5分

*审计意见内容较为粗略，但表达清晰：4 分

*审计意见公开，但表达不太清晰：3 分

*审计意见表达较为清晰但不易于公众理解：2 分

*审计意见表达不清晰、不易于公众理解：1分

审计结果分类公告、便于

解读 C15

*审计结果公告按照类别分开公布，例如问题整改情况、专项资金使

用等：5分

*审计结果公告公开类型不完善：4分

*审计结果公告分类公告，但不易于解读：3分

*审计结果公告分散，混乱，没有按类别公布：2分

*审计结果公告不便于公众解读：1分

采用多种方式表达审计公

告的内容 C16

*采用了新媒体、报纸、门户网站以及微信、微博等较为完善的方式

公开：5分

*主要采用了门户网站以及报刊、微信公开：4 分

*仅采用了门户网站以及报刊作为公开方式：3 分

*采用了门户网站作为公开审计公告的方式：2 分

数据的清晰精确性 C17 *数据公布非常精确清晰：5 分

*数据较多且详细：4分

*清晰但数据较少：3分

*数据少：2分

*数据相对不清晰准确：1分

公布的审计信息使社会公

众易于理解、操作及使用

C18

*审计信息公开采用图标、视频等多种形式公开，社会公众易于理解、

操作、使用：5分

*审计信息公开类型单一，但较为容易理解：4 分

*审计信息公开类型单一，公众不易理解：3分

*审计信息不易于公众操作、使用：2 分

*仅采用文字方式，公布的形式单一：1分

搜索和获取政府公开的信

息时的快捷性、方便性 C19

*门户网站的搜索功能齐全、且方便：5分

*门户网站里不容易搜索到需要的信息：4 分

*在门户网站里搜索政府公开的信息时，不够快捷：3分

审计结果类信息数据相关

信息的公开的集中情况

C20

*审计结果类信息数据相关信息公开集中：5分

*审计结果类信息数据相关数据公布不太集中：4分

*审计结果类信息数据公布分散：3分

*审计结果类信息数据公布不集中：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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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A 省政府审计信息公开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权重的确定

4.3.1 设计调查问卷

首先应当针对具体的问题设置高效简单的问卷，继而由确定好的专家组进行

打分。通过问卷调查获得专家组对每个指标重要程度的评分，其次，进行权重系

数表的比对，最后得到最终的指标权重。具体看来，本研究中专家组成员包括 A

省政府审计机关工作人员、审计局领导及信息负责公开工作相关工作人员、此领

域的高校教授以及志愿者组成。

4.3.2 运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权重的步骤

层次分析法是一种能把复杂模糊问题系统层次化的有效决策方法，运用少量

的定性信息把决策思维转变为数字化，为解决多层次、多目标的决策问题时常用

的有效方法。层次分析法结合专家打分法与数学模型进行定性分析，得出各个层

次指标权重。具体步骤如图 4.2 所示：

图 4.2 指标权重的确定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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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根据评价目标的不同，设定递阶层次结构，例如，一级为 A，二级相

应为 B，三级为 C，具体指标可为 C11、C12及 C21、C22等。

第二，参照前文构建好的指标评价体系，构造比较判断矩阵，采用 1-9 的标

度进行评分，具体含义如表 4.5 所示，本文采用专家问卷调查法来获得指标重

要性的比较结果。

表 4.5 指标等级比较表

标度��� 定义

1 i 因素与 j 因素同样重要

3 i 因素与 j 因素相比略重要

5 i 因素与 j 因素相比较重要

7 i 因素与 j因素相比非常重要

9 i 因素与 j因素相比绝对重要

2,4,6,8 重要性水平介于为以上的中间状态

倒数 若 j 因素与 i 因素比较，得到判断值为��� = 1/���,��� = 1

第三，一致性检验。具体操作步骤如下所示：

首先，求出最大特征值λmax，再依据公式，求得出其特征向量ω，进而用

ω表示各方案层内的指标权重。其次，检验矩阵一致性，参考国家统一的 RI 取

值表，由 CR＝CI/RI 计算结果得到，当 CR≤0.1 时，说明该判断矩阵通过一致性

检验。

4.3.3 重要性排序和一致性检验

首先，先得到专家打分的调查问卷所确定的权重，其次，检验一致性是否符

合，最后，算出平均最终指标权重。本文以其中一位专家的问卷为例，分别说明

计算和检验的方法。

1. 目标层指标如下页表 4.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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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目标层指标权重

A 省政府审计信息公开质

量评价体系

审计信息公开内

容质量

审计信息公开效

用质量

审计信息公开形

式质量
Wi

审计信息公开内容质量 1 3 5
0.64

83

审计信息公开效用质量 0.3333 1 2
0.22

97

审计信息公开形式质量 0.2 0.5 1
0.12

2

计算得：λmax=3.0037，CR=0.0036

2. 审计公开内容质量指标权重如表 4.7 所示：

表 4.7 审计公开内容质量指标权重

审计信息公开内容质量 全面性 公开性 完整性 Wi

全面性 1 0.25 1 0.1744

公开性 4 1 3 0.6337

完整性 1 0.3333 1 0.1919

计算得：λmax=3.0092，CR=0.6483

3. 审计公开效用质量指标权重如表 4.8 所示：

表 4.8 审计公开效用质量指标权重

审计信息公开效用质量 及时性 重要性 Wi

及时性 1 1 0.5

重要性 1 1 0.5

计算得：λmax=2.0000，CR=0.0000

4. 审计公开形式质量指标权重如表 4.9 所示：

表 4.9 审计公开形式质量指标权重

审计信息公开形式质量 可理解性 便捷性 Wi

可理解性 1 4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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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9 审计公开形式质量指标权重

审计信息公开形式质量 可理解性 便捷性 Wi

便捷性 0.25 1 0.2

计算得：λmax=2.0000，CR=0.0000

5. 全面性指标权重如表 4.10 所示：

表 4.10 全面性指标权重

全面性

该年度完整

的审计报告

提供情况

门户网站上

公开类别的

全面性

审计厅职能及

机构设置的公

开情况

Wi

该年度完整的审计报告提供情况 1 2 2 0.4934

门户网站上公开类别的全面性 0.5 1 2 0.3108

审计厅职能及机构设置的公开情况 0.5 0.5 1 0.1958

计算得：λmax=3.0536，CR=0.0516

6. 公开性指标权重如表 4.11 所示：

表 4.11 全面性指标权重

公开性
官方网站设置政

府公开板块情况

政府审计信息公开

年报及及年报质量

的公开性

依申请信息

公开的开展

性

Wi

官方网站设置政府公开板

块情况
1 0.5 1 0.2402

政府审计信息公开年报及

年报质量的公开性
2 1 3 0.5499

依申请信息公开的开展性 1 0.3333 1 0.2098

计算得：λmax=3.0183，CR=0.0176

7. 完整性指标权重如表 4.12 所示：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A 省政府审计信息公开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研究

42

表 4.12 全面性指标权重

完整性
审计公告基本要素的

完整性

审计公告具备内容的

完整情况
Wi

审计公告基本要素的完整性 1 0.25 0.2

审计公告具备内容的完整情况 4 1 0.8

计算得：λmax=2.0000，CR=0.0000

8. 及时性指标权重如表 4.13 所示：

表 4.13 及时性指标权重

及时性
审计结果类信息

产生的及时性

审计结果类信息

公布的及时性

依照法律法规规定的

时限公布信息情况
Wi

审计结果类信息产生

的及时性
1 1 3 0.4286

审计结果类信息公布

的及时性
1 1 3 0.4286

依照法律法规规定的

时限公布信息情况
0.3333 0.3333 1 0.1429

计算得：λmax=3.0000，CR=0.0000

9. 重要性指标权重如表 4.14 所示：

表 4.14 全面性指标权重

重要性

公布的审计信息是当

前社会公众所关心的

重大事项

可以满足社会公众对审

计结果类信息的需求
Wi

公布的审计结果类信息是当前

社会公众所关心的重大事项
1 1 0.5

续表 4.14 全面性指标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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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性

公布的审计信息是当

前社会公众所关心的

重大事项

可以满足社会公众对审

计结果类信息的需求
Wi

可以满足社会公众对审计结果

类信息的需求
1 1 0.5

计算得：λmax=2.0000，CR=0.0000

10. 可理解性指标权重如表 4.15 所示：

表 4.15 全面性指标权重

可理解性
审计意见表达

清晰、易于理解

审计结果

分类公告、

便于解读

采用多种方式

表达审计公告

的内容

数据的清

晰精确性

公布的审计信

息使社会公众

易于理解

Wi

审计意见表达清晰、易

于理解
1 1 3 0.25 0.5 0.1298

审计结果分类公告、便

于解读
1 1 3 0.3333 3 0.2074

采用多种方式表达审

计公告的内容
0.3333 0.3333 1 0.25 0.25 0.0594

数据的清晰精确性 4 3 4 1 4 0.45

公布的审计信息使社

会公众易于理解、操作

及使用

2 0.3333 4 0.25 1 0.1534

计算得：λmax=5.4281，CR=0.0956

11. 便捷性指标权重如下页表 4.16 所示：

表 4.16 全面性指标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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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捷性

搜索和获取政府公开的

信息时的快捷性、方便

性

审计结果类信息数据相

关信息的公开的集中情

况

Wi

搜索和获取政府公开的信息

时的快捷性、方便性
1 3 0.75

审计结果类信息数据相关信

息的公开的集中情况
0.3333 1 0.25

计算得：λmax=2.0000，CR=0.0000

根据软件运行结果，以上指标 CR 均小于 0.1，全部通过一致性检验。

本文所构建的 A省政府审计信息公开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层次总排序如下表

4.17 所示：

表 4.17 A 省政府审计信息公开质量指标体系层次总排序

目标层 方案层 权重

A省政府审计

信息公开质量

评价指标体系

政府公开的年报及质量 0.2259

审计公告具备内容的完整情况 0.0995

官方网站设置政府公开板块情况 0.0987

依申请信息公开的开展性 0.0862

公布的审计类信息是响应民众需求的重大事项 0.0574

可以满足社会公众对审计结果类信息的需求 0.0574

该年度完整的审计报告提供情况 0.0558

审计结果类信息公布的及时性 0.0492

审计结果类信息产生的及时性 0.0492

数据的清晰精确性 0.0439

门户网站上公开类别的全面性 0.0351

审计公告基本要素的完整性 0.0249

审计厅职能及机构设置的公开情况 0.0221

审计结果分类公告、便于解读 0.0202

搜索和获取政府公开的信息时的快捷性、方便性 0.0183

续表 4.17 A 省政府审计信息公开质量指标体系层次总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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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层 方案层 权重

依照法律法规规定的时限公布信息情况 0.0164

公布的审计信息使社会公众易于理解、操作及使用 0.015

审计意见表达清晰、易于理解 0.0127

审计结果类信息数据相关信息的公开的集中情况 0.0061

采用多种方式表达审计公告的内容 0.0058

现得到的研究成果是筛选形成了 A省政府审计信息公开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本章的主要内容通过调查问卷和层次分析法，利用专家打分计算权重进而得出权

重总表，如下表 4.18 所示：

表 4.18 A 省政府审计信息公开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总权重表

目标层 准则层 方案层 权重

A 省政府审

计信息公开

质量评价指

标体系

全面性 该年度完整的审计报告提供情况 0.0558

门户网站上公开类别的全面性 0.0351

审计厅职能及机构设置的公开情况 0.0221

公开性 官方网站设置政府公开板块情况 0.0987

政府公开的年报及质量 0.2259

依申请信息公开的开展性 0.0862

完整性 审计公告基本要素的完整性 0.0249

审计公告具备内容的完整情况 0.0995

及时性 审计结果类信息产生的及时性 0.0492

审计结果类信息公布的及时性 0.0492

依照法律法规规定的时限公布信息情况 0.0164

重要性 公布的审计类信息是响应民众需求的重大事项 0.0574

可以满足社会公众对审计结果类信息的需求 0.0574

可理解性 审计意见表达清晰、易于理解 0.0127

审计结果分类公告、便于解读 0.0202

续表 4.18 A 省政府审计信息公开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总权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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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层 准则层 方案层 权重

采用多种方式表达审计公告的内容 0.0058

数据的清晰精确性 0.0439

公布的审计信息使社会公众易于理解、操作及使用 0.015

便捷性 搜索和获取政府公开的信息时的快捷性、方便性 0.0183

审计结果类信息数据相关信息的公开的集中情况 0.0061

由表 4.18 可知，通过完成相关计算及确定指标权重，最终构建出一套 A省

政府审计信息公开质量指标体系评价指标体系。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A 省政府审计信息公开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研究

47

5 A 省政府审计信息公开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运用

5.1 A 省政府审计信息公开质量综合评价

5.1.1 数据收集与整理

对 A省审计厅及其地级市审计机关审计信息公开评价是最重要的环节之一，

数据的获取主要通过问卷法与网站搜索（例如政府门户网站和审计信息门户网

站），问卷对象为政府工作人员，本领域的专家学者。本研究以 A省的政府门户

网站的审计专栏为研究对象，根据从各门户网站采集的信息计分，统计并计算分

值。

5.1.2 构造模糊关系矩阵并确定隶属度

前文指标的权重确定以后，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先确定评语集，因素集为

U={U1,U2,U3……，Un}，分数集为 C=（C1，C2.C3，C4）=（95，85，75，50），

评语集为“优”、“良”、“及格”、“差”，之后运用模糊评级矩阵与权重向

量进行运算并进行数据处理，最终会得到相关的模糊评价结果。最后，确定隶属

度并且对评价指标进行打分，以下便是专家打分后确定的隶属度。

表 5.1 模糊隶属度赋值法的隶属度表

方案层 优 良 及格 差

政府审计信息公开年报及及年报质量的公开性 0.1 0.9 0 0

审计公告具备内容的完整情况 0 0.5 0.5 0

官方网站设置政府公开板块情况 0.1 0.9 0 0

依申请信息公开的开展性 0 0.1 0.9 0

公布的审计结果类信息是当前社会公众所关心的重大事项 0 0.1 0.9 0

可以满足社会公众对审计结果类信息的需求 0 0.6 0.2 0.2

该年度完整的审计报告提供情况 0 0.1 0.9 0

审计结果类信息公布的及时性 0 0 0.5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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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1 模糊隶属度赋值法的隶属度表

方案层 优 良 及格 差

审计结果类信息产生的及时性 0 0.2 0.8 0

数据的清晰精确性 0 0.1 0.9 0

门户网站上公开类别的全面性 0 0.9 0.1 0

审计公告基本要素的完整性 0 0.5 0.5 0

审计厅职能及机构设置的公开情况 0.5 0.5 0 0

审计结果分类公告、便于解读 0 0.7 0.3 0

搜索和获取政府公开的信息时的快捷性、方便性 0 0.6 0.4 0

依照法律法规规定的时限公布信息情况 0 0 0.9 0.1

公布的审计信息使社会公众易于理解、操作及使用 0 0.5 0.5 0

审计意见表达清晰、易于理解 0 0 1 0

审计结果类信息数据相关信息的公开的集中情况 0 0.1 0.9 0

将模糊综合评价模型用于后续计算，按照计算公式�� = ��� ∗

�1
�2
…
��

（i,j=1,2,3,…,n），再以 S = �=1
� �� ∗ ��� 得出最终评价值计算二级指标，再

此处以“全面性指标”为例，进行指标评价值的计算：

“该年度完整的审计报告提供情况”C1=（0,0.1,0.9,0）*

95
85
75
50

=75

“审计厅职能及机构设置的公开情况”C1=（0.5,0.5,0,0）*

95
85
75
50

=90

“门户网站上公开类别的全面性”C1=（0,0.9,0.1,0）*

95
85
75
50

=84

则，“全面性”=C，*W1+C2*W2+C3*W3+C4*W4=80.73 分。同理，按照上述方法可

以计算得出其他层级指标评价值，如下表 5.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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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A 省政府审计信息公开质量指标评价值

目标层 得分 一级指标 得分 二级指标 得分 三级指标 得分

A 省政府

审计信息

公开质量

评价指标

体系

79.65

审计信息

公开内容

质量
82.47

全面性 80.73

该年度完整的审计报告提供情况 75.00

门户网站上公开类别的全面性 84.00

审计厅职能及机构设置的公开情况 90.00

公开性 83.70

官方网站设置政府公开板块情况 86.00

政府审计信息公开年报及及年报质量的公开性 86.00

依申请信息公开的开展性 76.00

完整性 80.00
审计公告基本要素的完整性 80.00

审计公告具备内容的完整情况 80.00

审计信息

公开效用

质量
72.18

及时性 68.86

审计结果类信息产生的及时性 77.00

审计结果类信息公布的及时性 63.50

依照法律法规规定的时限公布信息情况 72.50

重要性 75.5

公布的审计结果类信息是当前社会公众所关心

的重大事项
75.00

可以满足社会公众对审计结果类信息的需求 76.00

审计信息

公开形式

质量

78.76

可理解性 78.57

审计意见表达清晰、易于理解 75.00

审计结果分类公告、便于解读 82.00

采用多种方式表达审计公告的内容 82.00

数据的清晰精确性 75.00

公布的审计信息使社会公众易于理解、操作及使

用
80.00

便捷性 79.5

搜索和获取政府公开的信息时的快捷性、方便性 81.00

审计结果类信息数据相关信息的公开的集中情

况
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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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A 省政府审计信息公开质量的评价结果分析

通过以上评价的研究，本文已经得到了 A省政府审计信息公开质量各评价指

标的最终分值，紧接着下面就需要对模糊综合评价的结果进行分析，针对政府公

开工作暴露出的薄弱环节提出对策建议，以帮助 A省政府审计信息公开工作更好

地开展。

5.2.1 整体评价结果分析

根据以上三级指标权重占比和三级指标评价得分计算出 A省政府审计信息

公开质量评价得分为 79.65，隶属“中”等级，政府审计信息公开工作整体处于

“一般”水平，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

5.2.2 二级指标评价结果分析

（1）信息内容公开质量评价结果分析

进一步分析每个二级指标得分情况，可以发现：全面性评价分值是 80.73，

隶属“中”等级，表明公开的全面性还是不足，尚需加强，政府审计部门在这一

方面还需加大力度；及时性评价分值是 68.86，隶属“差”等级，说明 A省政府

部门在公布的及时性方面做的远远不够，今后需要改进；完整性评分值是 80，

隶属“良”等级，表明在完整性方面做的还可以，公布的信息比较注重公告内容

格式的完整；可理解性和重要性也隶属于“中”等级，表明 A省政府审计信息公

布建立在准确客观的基础之上，效果不是很好；便捷性的评价分值是 79.5，隶

属“中”等级，刚刚达到“及格”水平，说明政府审计信息的公开还没有达到令

大众满意的程度，不清晰并且公众获取信息不是很便利，这对公众参与政府监督

造成了一定的阻碍，这也是最后要重点关注的部分。

其中，公开性下属的三级指标中，得分最高的是“门户网站上公开类别的全

面性”和“审计厅职能及机构设置的公开情况”这两项，分别是 84 分和 90 分，

说明 A省政府网站在这两方面的公开是良好全面的，在政府信息公开的主动公开

项目里详细的公布了审计机构设置以及职能情况，并且在政府的门户网站里也设

有审计信息专栏，也有专门的审计门户网站，这方面做的全面严谨，公开工作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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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评价分值低的该年度完整的审计报告提供情况这一项，反映了 A省政府审计

报告获取不容易，渠道少，并且不够完整，说明政府审计机构自身公开意识缺乏，

缺乏主动性。

（2）信息公开效用质量评价结果分析

及时性下属的三级指标中，得分都很低，属于“差”等级，反映了虽然 A

省政府依申请的数量不但不多，也从侧面反映了民众自身对审计信息公开的不了

解，依申请公开指南里规定，除必须保密的信息不予公开以外，其他被申请的必

须在两周内做出答复，本身审计报告就不容易获得，并且审计报告也没有及时编

写，一般时隔较长，因此审计信息公开的及时性评价分值总体都不高。

完整性、全面性和可理解性三者的评价分值都差不多，分别是 80、80.73、

78.57，其中得分最高的是“政府审计信息公开年报及及年报质量的公开性”以

及“采用多种方式表达审计公告的内容”这两项，表明在 A省公布的审计公告总

体的全面性与完整性较好，公布的审计结果公告虽不多，但都符合客观事实，并

且在内容的完整方面也做的较好，审计年报的质量也较高；分值最低的是“公布

的审计结果类信息是当前社会公众所关心的重大事项”这项，得分是 75 分，隶

属“中”等级，一般被公开的审计一般都是审计机构出具的审计报告或者结果公

告，都是政府工作报告，很少涉及民生问题以及民众关心的重大事项，这一部分

有待改善。

（3）信息公开形式质量评价结果分析

便捷性这一维度的得分是 79.5 分，隶属“中”等级，但靠近“良”程度，

说明门户网站的设置还是相对便民，栏目的设置和栏目的分区都比较清晰方便，

便于公众查阅浏览信息；审计信息公开的目的就是要满足公众要参与政府监督的

需求，保障民众的知情权和选择权，而 A省在便利性这方面尚需改善，公布的一

般都是外国援助项目，而对于专项资金的审计以及预决算审计信息的公开较少，

导致此质量特征下的指标得分最低，但是这一整体的权重又最高，因此，在一定

程度上不能很好的保障公众参与监督的这一目标。

综上所述，A省政府审计信息公开工作整体水平一般，属于一般以上但靠近

良好程度，在完整性和公开性两方面得分较高，工作相对做的较好；而在及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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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可理解性这两方面做的不够好，这一评价结果与从网站统计的了解的信息基本

一致，不足的方面亟须改善。

5.3 提升 A 省政府审计信息公开质量的对策建议

从理论出发、发现并解决问题，最终提出对策是本研究的最终目的。在对模

糊综合评价结果进行梳理之后，总结出 A省政府审计信息公开工作主要存在外部

环境不佳、审计结果公布不及时、公开手段与渠道不够全面等问题，针对从中发

现的问题做出如下建议：

5.3.1 提升审计机关信息公开的可理解性

首先，从评价结果上可以看出，A省政府审计信息公开质量属于中等水平，

公众满意度一般，由此，A省政府审计信息公开工作并不十分完善，公民对公开

的信息不甚了解，因为不是公众所关心的热点民生问题，所以质量一般，所以更

要加强审计机关与公民之间的互动性。

其次，从评价结果可以看出，A省政府审计公开信息的可理解性仍然不强，

由于公布的信息太过专业化，从而影响了信息的可读性与易懂性，因此 A省审计

机关还是应当加大一些政策解读的力度，解读时尽量不要使用晦涩难懂的专业词

汇，尽量做到通俗易懂，比如可以使用图表、漫画、思维导图以及小视频等大众

接受的方式，将审计信息进行正确的解读，这是增强审计信息可理解性的一个重

要方法，也可以提高 A省政府审计信息公开的质量。

最后，审计部门也应当积极举办一些座谈会、讲座等形式来与其他审计部门

进行交流沟通，邀请审计信息公开工作做的较好的省份来参与，从而不仅可以加

强审计部门与公众的互动，也可以学习先进的相关经验，来更好的指导审计信息

公开工作，这样也可以提升审计信息的可理解性，从而提升审计信息公开的质量。

5.3.2 建立和完善审计机关政府信息公开制度

第一，鉴于地方审计机关与人民群众的联系还是较为紧密的，因此，上级审

计机关以及社会公众也应当加强对地方审计机关政府信息公开方面的指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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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上级部门以及本级审计机关要注意完善本级审计机关的审计信息公开要求

与公开指南，从而更完善政府审计信息公开的标准。

第二，依申请公开版块也是 A省政府审计信息公开里比较薄弱的部分，一方

面是每年依申请公开的数量很少，另一方面是社会公众不了解依申请可以公开内

容的范围，所以公众也就很少去申请公开，因此，A省审计厅政府信息公开版块

要增强依申请公开的具体要求和指南，包括申请内容、申请时间、信息用途、当

前状态、回复情况等内容。这项制度的建立也能督促审计机关审计信息公开的处

理，并且及时对不能公开的内容说明解释原因，增强公众对审计机关的信任。

第三，上级机关应当制定标准及时对审计机关的信息公开工作进行督查，并

检查其年度报告内容是否符合要求，问题是否积极进行整改，并且积极将这项工

作纳入考核范围，不仅可以倒逼 A省审计厅政府做好审计信息公开工作，同时也

能保障公民监督权利正常行使。

5.3.3 丰富审计信息公开内容

首先，从评价结果可以看出，A省审计信息公开的全面性相对来说还可以，

但是还是应当继续逐步扩大公开的信息范围，但前提是遵循《条例》的规定。首

先，在 A省政府审计信息公开的具体过程中，要监督审计的全过程的公开，包括

审计工作的调查以及报告全过程，要坚持对整个审计过程进行全程监控，例如对

审计的取证等，这样也能更好的满足公众对审计信息的需求，也能更好的实现公

民的监督权，从而进一步提升 A省政府审计信息的透明度，促使权力在“阳光下

运行”。

其次，从 A省的工作现状来看，审计公开的类型参差不齐，数量也各异，尤

其是经济责任审计方面公开较少，因此，要加大这方面审计信息的公开，即 A

省应当逐步扩大公开范围，前提是在各项文件规范允许的情况下。如此一来，也

能更好的促进审计整改的实施效果，形成监督合力。

最后，由于 A省公开的内容中对民众真正关心的内容公布较少，政府审计

信息公开后受到民众的关注度低，并且 A省的公开内容中很少转载与学习其他审

计机关的信息，因而很难汲取到其他省份的优秀经验。因此，在今后 A省审计信

息公开的过程中，应当加大民众关注的重点民生问题，例如医疗、教育、社保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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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财政相关的信息，让公众不仅可以了解到关于自身切实的情况，又可以了解政

府的财政情况，以最直接、最有效的信息解决民众的信息需求，这样既可以提升

公民对政府管理的满意度，也可以提升政府审计信息公开的效果，进而提升公开

工作的质量。

5.3.4 拓宽审计信息公开渠道

从 A省的实际情况出发，A省审计厅政府部门除了在一些门户网站、杂志、

报纸上公布审计信息，但是，要想真正做好审计信息公开工作，审计机构还要提

升运用多渠道公开的方式来保证审计信息公开。

首先，虽然 A省的公开渠道也不少，但是还是要积极探索利用各种方式进行

审计信息的公开工作。由于官网作为最基础的平台，可以发布各类审计信息，包

括审计要闻、基础党建以及政策解读等等，因此要重视 A省审计厅官网的建设，

增强网页的检索功能，就可以极大的提升信息获取的便捷性；另外，也要探索各

种形式，比如漫画、小视频等这种可读性强、易懂、接地气的方式，加强公开方

式的丰富性，进一步加深公众对信息的可理解性。

其次，可以设置额外的查阅点，比如公共区域等人流量大的场所，也可以集

中公布查阅点，使 A省审计信息公开更加多样、更加方便、以及更加及时，可以

实时提升审计信息的公开效果，全面、便捷的为公众服务。

最后，A省政府审计信息公开至今没有微博平台，没有很好的利用新媒体传

播的优势，因此，A省审计厅应当尽力探索政府信息公开的新渠道，开通政务微

博，提升政府影响力，将“A省审计”微信公众号与“A省审计厅”官网等政府

相关网站对接发展，优势互补，使公开平台实现多元化，并且良心发布，多公开

民众关注的热点问题，优化发布内容，紧跟时代要求，运用互联网的优势，更好

的与民众沟通，拓宽公开渠道，充分实现 A省政府审计信息公开的效果。

5.3.5 完善审计信息公开考评机制

从根本上来说，公众对政府审计信息的需求的逐步增多，是推动政府审计信

息公开工作的根本原因。因此，公众对审计信息公开工作的满意度就是审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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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终极目标，所以，完善审计信息公开考评机制，让公众参与到考评工作中是提

升政府审计信息公开质量的好方法。

首先，A省应当对内部人员进行定期的培训与考核，学习与审计信息公开相

关的最新规定以及国家的政策安排，这样可以提升审计工作人员的业务能力与专

业能力，并且责任也可以做到细化。另外，也要做好审计公开的整个过程的监督，

针对一些有保密要求的信息也要审查其程序是否合理，以及在审计信息公开的过

程中的舆情处理方法，严格按照规定进行执行，也要对一些不合法的信息公开进

行监督，例如违反规定公开、以及未执行保密程序等情况，视情况而定，对违法

行为追究责任。

其次，反馈机制建立。由于审计信息的特殊性，导致使用者的水平也是参差

不齐，在进行信息公开之后，反馈也比较困难，因此，可以与公民进行互动，比

如借助新媒体等平台、电子邮箱、热线电话等，发放问卷调查，安排专门人员进

行数据的收集、整理，来总结出每年政府审计信息公开过程中的不足，对存在的

问题的单位和情况积极进行反馈、整改与完善，进而对审计整改情况持续关注公

开，促进审计信息公开的质量，从而保证审计信息公开的效果。

最后，建立完善的考评机制是为整改这些问题作准备的，因此，A省政府审

计信息公开之后，也应当完善问责制度，问责应当与考核结果挂钩，同时要扩大

问责范围，将整个整改情况、考核情况以及问责追责情况都要实时进行公开，形

成持续实时的审计监督。因此，完善审计信息公开的考评机制，强化问责，有助

于 A省等地方性政府审计取得更全面、完善的效果，将工作真正贯彻落实，促进

审计信息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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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和展望

政府信息的公开工作目前是各政府部门的重点，审计部门按时公布审计信息

有助于公民可以及时了解到关于审计机关和一些其他政府部门的实际工作状况，

实现实时监督。目前，社会公众开始极大关注审计署的关于信息公开的工作推行

情况，相比之下，地方审计机关的审计信息公开情况却不尽如人意。本文在构建

了 A省政府审计信息公开治理评价指标后，分析了 A省目前存在的问题，通过对

其他机构经验的借鉴，并提出了相关的几点建议。

6.1 结论

1、在参考《中国政府信息公开评价指标体系》以及《条例》等政策文件的

基础上，构建了基础指标，再次，通过网站上了解 A省政府审计信息公开工作的

基本情况后，发现 A省政府审计信息公开存在审计机构门户网站建设不健全、审

计机关工作发展不均衡、信息公开发展滞后等问题，最终通过筛选设计出了一套

适合的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2、结合指标的评价标准，笔者邀请有关专家以及研究学者对各层级评价指

标应用层次分析法进行权重分配，再使用模糊综合评价计算出各层级评价指标的

分数，由此得到 A省整体审计信息公开工作位于中等水平的结论。

3、根据调查以及评价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在本文中，针对提升 A省审计厅

信息公开质量，提出了六方面的对策建议。主要从制度建设、内容、渠道、信息

的可理解性以及完善考评机制展开，进一步充实审计信息公开的内容；利用新媒

体推动 A省审计信息公开工作的进行，丰富审计信息公开的途径；建立健全审计

信息公开各项考评机制，更好的完善审计信息公开各项机制与整改问责机制；在

工作中进一步强化关于重要政策的解读和对审计信息公开的宣传，最后，应当加

强公民参与监督政府工作的力度，为审计信息的公开工作的进一步推行营造良好

的内外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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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展望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建立一个科学的政府审计信息公开质量评价体系，

缓解我国目前审计信息公开质量评价体系不规范、不统一的弊端，提高政府审计

信息公开的透明度，完善 A省政府审计信息的公开工作，使更多的公民可参与审

计工作的监督，可以更好的监督政府的工作，提高公众对审计信息的知情权，从

而推进民主化进程，提高治理效率，真正落实人民主权。

本文对政府审计信息公开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主要是从省级角度出发，

因而，也可能实用性比较局限，只适合为省级的厅机关提出借鉴意义，帮助提升

地方性审计机关的治理效果。要想更针对性的提升 A省整体审计信息公开效果，

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尝试从地级市角度进分析，将指标更为细化。另一方面，

也可尝试从分析影响政府审计信息质量的影响因素出发，从而更好的提升 A省政

府审计信息公开质量，加强对审计机关的监督，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指出新的研究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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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重要性排序调查问卷

一、问题描述

此调查问卷以 A省政府审计信息公开质量为调查目标，对其多种影响因素使用层

次分析法进行分析。层次模型如下图:

二、问卷说明

为确定各影响因素之间的权重设置此次问卷，以层次分析法的形式方式对各

因素的重要性进行相互比较。衡量尺度划分为个等级，分别是绝对重要、十分重

要、比较重要、稍微重要、同样重要，分别对应 9，7，5，3，1的数值。根据您

的看法，在对应方格中打勾即可。

三、问卷内容

● 第 2层要素

■ 评估"A 省政府审计信息公开质量评价体系"的相对重要性

影响因素 说明

审计信息公开内容质量 包括：全面性,公开性,完整性

审计信息公开效用质量 包括：及时性,重要性

审计信息公开形式质量 包括：可理解性,便捷性

样表：下列各组两两比较要素,对于"买车"的相对重要性如何?

A
重要性比较

B
9 7 5 3 1 3 5 7 9

安

全

性

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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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各组两两比较要素，对于"A 省政府审计信息公开质量评价体系"的相对重要

性如何？

A
重要性比较

B
9 7 5 3 1 3 5 7 9

审计信息公

开内容质量

审计信息公

开效用质量

审计信息公

开内容质量

审计信息公

开形式质量

审计信息公

开效用质量

审计信息公

开形式质量

● 第 3层要素

■ 评估"审计信息公开内容质量"的相对重要性

A
重要性比较

B
9 7 5 3 1 3 5 7 9

全面性 公开性

全面性 完整性

公开性 完整性

■ 评估"审计信息公开效用质量"的相对重要性

A
重要性比较

B
9 7 5 3 1 3 5 7 9

及时性 重要性

■ 评估"审计信息公开形式质量"的相对重要性

A
重要性比较

B
9 7 5 3 1 3 5 7 9

可理解性 便捷性

● 第 4层要素

■ 评估"全面性"的相对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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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重要性比较

B
9 7 5 3 1 3 5 7 9

该年度完整

的审计报告

提供情况

门户网站上

公开类别的

全面性

该年度完整

的审计报告

提供情况

审计厅职能

及机构设置

的公开情况

门户网站上

公开类别的

全面性

审计厅职能

及机构设置

的公开情况

■ 评估"公开性"的相对重要性

A
重要性比较

B
9 7 5 3 1 3 5 7 9

官方网站设

置政府公开

板块情况

政府审计信息公

开年报及及年报

质量的公开性

官方网站设

置政府公开

板块情况

依申请信息公开

的开展性

政府审计信

息公开年报

及及年报质

量的公开性

依申请信息公开

的开展性

■ 评估"完整性"的相对重要性

A
重要性比较

B
9 7 5 3 1 3 5 7 9

审计公告基本

要素的完整性

审计公告具备内

容的完整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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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估"及时性"的相对重要性

A
重要性比较

B
9 7 5 3 1 3 5 7 9

审计结果类信息

产生的及时性

审计结果类信息公布

的及时性

审计结果类信息

产生的及时性

依照法律法规规定的

时限公布信息情况

审计结果类信息

公布的及时性

依照法律法规规定的

时限公布信息情况

■ 评估"重要性"的相对重要性

A
重要性比较

B
9 7 5 3 1 3 5 7 9

公布的审计结果

类信息是当前社

会公众所关心的

重大事项

可以满足社会

公众对审计结

果类信息的需

求

■ 评估"可理解性"的相对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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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重要性比较

B
9 7 5 3 1 3 5 7 9

审计意见表达清

晰、易于理解

审计结果分类公告、便于

解读

审计意见表达清

晰、易于理解

采用多种方式表达审计公

告的内容

审计意见表达清

晰、易于理解
数据的清晰精确性

审计意见表达清

晰、易于理解

公布的审计信息使社会公

众易于理解、操作及使用

审计结果分类公

告、便于解读

采用多种方式表达审计公

告的内容

审计结果分类公

告、便于解读
数据的清晰精确性

审计结果分类公

告、便于解读

公布的审计信息使社会公

众易于理解、操作及使用

采用多种方式表达

审计公告的内容
数据的清晰精确性

采用多种方式表达

审计公告的内容

公布的审计信息使社会公

众易于理解、操作及使用

数据的清晰精确性
公布的审计信息使社会公

众易于理解、操作及使用

■ 评估"便捷性"的相对重要性

A
重要性比较

B
9 7 5 3 1 3 5 7 9

搜索和获取

政府公开的

信息时的快

捷性、方便性

审计信息数

据相关信息

的公开的集

中情况

问卷结束，感谢您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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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尊敬的各位老师：

您好！

此次调查问卷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更有效的了解 A省政府审计信息公开工作

的相应情况，希望您可以填写以下打分问卷。万分感谢您能抽出宝贵的时间支持

我的研究。请您客观的对每一项指标打分。

再次感谢您能参与此次问卷调查，本次调查不会泄露您的任何信息，请您放

心填写。

指标名称
评价

优 良 及格 差

全面性

该年度完整的审计报告提供情

况

门户网站上公开类别的全面性

审计厅职能及机构设置的公开

情况

公开性

官方网站设置政府公开板块情

况

政府审计信息公开年报及及年

报质量的公开性

依申请信息公开的开展性

完整性

审计公告基本要素的完整性

审计公告具备内容的完整情况

及时性

审计结果类信息产生的及时性

审计结果类信息公布的及时性

依照法律法规规定的时限公布

信息情况

重要性

公布的审计结果类信息是当前

社会公众所关心的重大事项

可以满足社会公众对审计结果

类信息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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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理解

性

采用多种方式表达审计公告的

内容

审计意见表达清晰、易于理解

审计结果分类公告、便于解读

数据的清晰精确性

公布的审计信息使社会公众易

于理解、操作及使用

便捷性

搜索和获取政府公开的信息时

的快捷性、方便性

审计结果类信息数据相关信息

的公开的集中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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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顿笔至此，思绪悠悠，倒不是笔画繁琐，只是念及一路走来的种种往事浮现

在眼前。日月既往不可复追，常言道，人有七年之痒，而我与母校亦有七年不解

之情，从和平镇到段家滩，从致远楼到北一楼，从 905 路公交到 110 路公交......

回首遥望，是师恩难忘，目之所及，是同窗之情，念上心头，是母校风情......

岁月温婉，亦是求学路上最珍贵的碎碎念念。如果说本科阶段是“独上高楼，望

断天涯路”，那么研究生阶段就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而即

将离开校园的我们，又将“众里寻他千百度”，每个阶段都是我最宝贵的时光，

时光里有我最珍贵的人，以前极力想逃避的地方，如今却成为我最想留住的念想，

一世桃花源太奢侈，一时避风港已经很难得。俟今春暖花开之时，却道杨柳依依，

需要感谢的事情太多，需要感谢的人更多。

回顾往昔，二十多载的求学路，从农村到城市，从一座城市到另一座城市，

我走了很远，这一条路从家到学校，从学校到社会，有诸多不易，也有诸多快乐，

有过困惑，也有内心的坚定，这一路上，我收获了太多太多。

我出生在一个小山村，虽然物质条件并不充裕，但还是庆幸有个快乐的童年，

我想，比起世界上很多同龄人来说，我应该是幸福很多了，父母一直身体健康，

老师常常谆谆教诲，朋友亦伴左右，生活环境安稳平和，这些时刻让我感受到这

个世界的美好。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劳。作为家里的独生女，父母从未

吝啬任何一份关爱，爸爸永远用他高大的身躯默默支撑着整个家，就像座大山给

足了我和妈妈最想要的安全感，虽然不是超人，却在我眼里无所不能；从我咿呀

学语到独立成人，让我平安健康快乐的长大，从高中陪读到目送我考上大学，妈

妈是我的底气，是我的倾听者，是默默的支持者，也是坚定的鞭策者。我从不格

外羡慕别人轰轰烈烈的爱情，却感动于父母平淡生活的细水长流，简单而朴素，

虽然偶尔也会争吵，在我眼里却满是甜蜜，相濡以沫，他们因为爱情走到一起，

不因平淡而散、不因贫困分离，他们就是给我最好的爱情故事。父母用他们的青

春换来了我的青春，感谢他们用最大的努力提供给我最大的动力，培养我拥有正

确的三观，过简单低调的生活，尊重我的所有选择，让我成为了我，一直相信我

可以，回顾时光，不论我曾经走多远，走多快，他们总是翘首以望，惦念我的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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饱，惦念我的平安，惦念我的成长。也感谢我所有的家人们，因为大家的陪伴和

照顾，才能让曾经的懵懂的小丫头变成现在的女汉子，即将毕业踏上新的征程，

我愿意继续成为他们的骄傲，给他们春暖冬安，此生有他们，便是我一生中最大

的幸运。

新竹高于旧竹枝，全凭老干为扶持。在此感谢我的研究生导师曹老师，三年

前我有幸成为老师的学生，忝列门墙，老师言传身教，授业解惑，使我受用不尽。

初见恩师，内心忐忑，常感自己学业水平有限，又恐达不到老师的要求，后来相

处被老师的认真和责任心打动，教学时严格要求我们，生活上却也是无微不至。

天气有变，她会温情提醒我们，偶遇挫折，她会尽力开导和鼓励我们，疫情突发，

一直叮嘱我们要注意安全，入师门已快三年，受教颇多，于我们这些门下弟子而

言，她不仅是良师，更是益友。这三年学业时光里，从小论文到毕业论文，老师

一直耐心指导，从选题时的斟酌考量，从写作中途的关心敦促，从初稿到定稿的

无数次解答批复备注，到最终论文答辩，很多个夜半，老师在哄孩子睡着之后继

续伏案好几个小时给我们批改讲解论文的问题，很多时候讲完我们的问题已经是

深夜，老师倾注了太多心血，我深感老师的不易，所以也不敢怠慢，唯恐辜负老

师一片信任和期待。思索至此，虽至毕业，却更加不舍别离，相逢有期，知性有

余，伯乐难遇，一日师，终身恩，感念曹老师，为我们付出这么多，祝愿老师工

作顺利，顺祝老师及家人康健平安。这里也感谢研究生阶段遇到的每一位教我学

识的老师，教会我们不同的知识，为我们打开不同世界的窗口，让我们不仅近研

学术远观世界，而且潜移默化影响着我们，让我们在兰财的日子里更加丰富多彩。

长忆学堂少年事，多少懵懂半痴狂。虽在兰财七载，研究生阶段确是给我留

下许许多多深刻影响，感谢我的舍友、师门的同窗和我的其他小伙伴们。2019

年的夏天，我在憧憬，在迷茫，在烦恼，也在期待，终是遇见了新的人，新的惊

喜，亦是新的快乐。三年期间，三个舍友和我同住同吃同欢乐，往日幕幕似在眼

前，总有诸多难忘的瞬间在脑海中闪出，我会想起来研究生第一节课在阶梯教室

大家的自我介绍，想起老是睡不醒的我被你们疯狂叫醒冲去教室上课，想起在我

突然生病的时候大家手忙脚乱的关心和陪伴，想起自己过生日的时候大家一起吹

蜡烛吃蛋糕的场景，想起大家考试前一起去图书馆上自习、写论文，想起大家叽

叽喳喳在宿舍讨论专属女生私聊的八卦，想起在找工作中莫名的焦虑和失眠时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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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安慰，想起师门的小伙伴们一起讨论各种问题，受教于曹老师，想起不厌其

烦解答困惑的师兄师姐们，想起疫情下的我们一同站在校园里等待核酸检测，时

常觉得能够相逢便是最大的缘分，也是上天的恩赐，与你们分享过的青春不比任

何人少半分，青春从不缺朋友，但是没有朋友却不能称之为完整的青春，我的青

春有了大家才算完整。希望我们都能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感谢一些相遇，来时

大家一起来，如今却要各奔东西，祝大家前程似锦，于道各努力，千里自同风，

保持热爱，奔赴山海。

有国才有家，国是千万家，以心中热爱，书写红星中华，长在红旗下的我们

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比起此时乌克兰的炮火滚滚，很多人安全得不到保障，

我们几乎可以说无忧无虑，安全无虞。新冠病毒暴发已是三年，疫情肆虐，我们

有国家的免费核酸检测、免费疫苗，感恩伟大的祖国，因为有国家我们可以做到

无畏恐慌、无畏病毒，一场疫情让我们看到了国家的强大，看到了全国人民的凝

聚力，看到了无私奉献的医护工作者，看到了其他各行各业坚守岗位的奉献者，

是他们筑起千千万万人民生命安全的屏障，感谢奋战在一线的所有人。作为一名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我祈愿疫情早日结束，祝愿国泰民安，山河无恙，繁荣昌盛，

祖国的明天必将更加美好，我爱我的祖国。

路漫漫其修远，感谢普通的自己一路前行，虽有各种困难，但好在有父母的

支持，老师的鼓励，同学和朋友的陪伴，让自己从来没有放弃。我一直努力思考，

积极生活，自己虽偶有驻足停歇，还是走过了这一路的风风雨雨，每一次经历都

是成长，每一次打击都是我前进的磨刀石，每一次成功都是对自己努力最好的奖

励，不断尝试新的事物和挑战，克服恐惧最好的方法就是面对恐惧，多线作战是

一个成年人必备的能力，光荣在于平淡，艰巨在于漫长。我会保持那份热爱继续

前进，遇花闻花，遇海看海，披荆斩棘，热烈而坚定，真诚而又勇敢，相信未来

可期。

追风赶月莫停留，平芜尽处是春山。祝我们在以后的路途中越来越好，感谢

这个美好的世界，感谢这世界有那么多人，祝愿大家百事从欢，万事胜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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