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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全球经济存在着诸多不确定因素，而国内经济的发展正处在转型升

级的重要阶段，基于这一背景，政府作出了长期的具有方向性、战略性的减税降

费政策。为了有效监督政策的实施，减税降费政策落实跟踪审计应运而生。但由

于这一审计类型兴起较晚，从已有科学研究和经验来看，其基础理论和实践机制

尚不完备，需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具体的操作规范。因此研究减税降费政策落实

跟踪审计具有重要意义，它符合绩效性和合规性的目标，能够不断地夯实并推进

减税降费政策的实施，从而激发市场产生源源不断的活力；更好地落实我国审计

的监管职责，从而推进简政放权，加速经济社会进步；能够发现在开展审计的具

体过程中存在哪些问题，对症下药，促进审计理念的转变，形成完善的工作评价

机制。

本文通过分析 2017-2021 年间的相关数据资料，对甘肃省减税降费政策落实

跟踪审计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为了解决审计重点难把握；审计资源受限；

审计评价指标缺乏；审计人才储备不足；问题整改落实率低等问题，结合公共政

策审计“三维”视角理论构建了审计实务框架，采取了熵权法、案例分析法、文

献研究法等研究方法，提出了统筹审计资源；加强审计部门与其他部门联系；完

善审计法律法规；培养复合型人才等建议，以期达到更好的审计效果，提升甘肃

省减税降费政策落实跟踪审计的效率和质量，使其能够更有效地发挥其在国家治

理中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政策落实跟踪审计 减税降费 审计实务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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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are many uncertainties in the global economy in recent

years.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omestic economy is in an important

stage of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based on this background, the

government has made a long-term directional and strategic tax and fee

reduction policy.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supervis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olicy, the follow-up audit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tax reduction

and fee reduction policy came into being. However, due to the late rise of

this type of audi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xisting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experience, its basic theory and practical mechanism are not complete,

and it is necessary to further strengthen and improve specific operating

specifications.So,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study the follow-up audit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ax reduction and fee reduction policies, which

meets the goals of performance and compliance, and can continuously

consolidate and promo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ax and fee reduction

policies, thereby stimulating the continuous vitality of the market; Better

implement the supervisory responsibilities of China's auditing, so as to

promote the simplification of administration and decentralization, and

accelerate economic and social progress; It can find out what problems

exist in the specific process of carrying out audits, prescribe the right

medicine,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audit concepts, and form a

perfect work evaluation mechanism.

By analyzing the relevant data from 2017 to 2021, Analyzed and

studied the problems related to the follow-up audit of tax reduction and

fee reduction policies in Gansu Province, In order to solve the audit focus

is difficult to grasp; Limited audit resources; Lack of audit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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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cators; Insufficient audit talent reserve; Low problem rectific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rate, Combined with the "three-dimensional" perspective

theory of public policy audit, The entropy weight method, case analysis

method, literature research method and other research methods, Put

forward the overall planning of audit resources; Strengthen the contact

between the audit departments and other departments; Improve the audit

laws and regulations; Suggestions such as cultivating compound talents,

In order to achieve better audit results,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and

quality of the follow-up audit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ax and fee

reduction policies in Gansu Province, To enable it to play its important

role in national governance more effectively.

Keywords：Follow up audit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 Tax reduction;

Audit practice 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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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1.1 研究背景、目的及意义

1.1.1 研究背景

2018年 8月 31日，审核署发布了一项重要指令，要求加强对减税降费优惠

政策的审核监管，以确保政策的有效实施。全国人大财经委就 2018年中央决算

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提出，要求在年底之前，彻底解决审计过程中发现的突出问

题，并及时向有关负责部门报告整改情况进展，将该政策的专项审计和整改工作

纳入报告的重点考量范围。监督工作是落实政策的过程中的强大推动力量，能够

督促相关部门切实落实政策内容，严格按照相关程序以减少风险发生的概率，及

时化解已产生的风险问题并就该种类型问题提出相关发展建议。基于以上背景，

减税降费政策及其跟踪审计的研究显得非常重要。

通过广泛阅读与减税降费政策落实跟踪审计相关的文献资料，对相关审计结

论和报告进行解读，概括得出目前存在的问题，由此得出甘肃省目前进行减税降

费政策跟踪审计的必要性。结合公共政策审计的“三维”视角从多种审计要素，

例如审计的方法、客体、目标和内容等，明晰该类型跟踪审计实务框架的内容，

期望对审计重点进行精准把握，切实提高审计工作的效率，解决实际工作中存在

的问题。最后根据案例设计和分析，对甘肃省施行减税降费政策的方案思路及其

跟踪审计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建议。

1.1.2 研究目的

国家审计由于其特殊的功能和作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而政策跟踪审计

又是其中的重点内容。本文将以甘肃省减税降费政策跟踪审计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为切入点，分析其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结合公共政策的三个维度讨论该审

计模式在减税降费政策跟踪审计中的应用，从审计的对象、目标、内容程序以及

评价等方面构建减税降费审计实务框架，以确保审计结果与绩效性、合规性目标

相一致，更好地促进减税降费政策的实施。同时，本文还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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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不断巩固和推动减税降费政策的实施，激发市场活力，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1.1.3 研究意义

实践意义：可以更好地促进政府审计监管作用的发挥，促进企业发展。减税

降费是一项重要的宏观经济政策，政策受益群体广泛，影响社会的各个阶层。其

被审单位是促进政策实施的各级政府机构。审计署官网会定期公布审计报告，并

及时披露政策执行中遇到的问题和政策本身存在的漏洞，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维

护了人民群众的监督和知情权力，而且有助于减少有关部门在工作中的问题，例

如办事态度敷衍、责任感低下、服务意识消极等，从而有效提高政府部门工作质

量，推进服务型政府的建设，改进减税降税跟踪审计的工作模式，促进审计过程

全覆盖。实行减税降费跟踪审计，对维持经济安全和健全市场体系都有积极影响，

其目的是要推进供应侧结构性改革和稳增长的问题。因此，从宏观层面来说，对

减税降费政策进行跟踪审计，能够有效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对社会的发展起到

积极的作用；从微观层面来说，能够对市场主体的发展进行积极的推进，从而对

财政、自然资源、社会保障和国有资产等各种资源进行更高效率的配置，进而对

市场运作中的各种风险进行防范，维护经济安全，对市场机制的运作进行最大程

度的优化。

理论意义：作为一种新兴的审计业务，政策落实跟踪审计的审计客体是国家

的重大政策，由于政策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在实施过程中不免会有差异和各自的

侧重点。因此每对一项政策进行跟踪审计时都要更新审计理念，选择契合的审计

方式，或是对现有的方式进行改进，这些操作都会使得审计理论的研究得到新发

展。通过政策落实跟踪审计的实践，可以发现在开展审计的具体过程中存在哪些

问题，从而导致相关审计理念的转变。目前，我国对减税降费政策审计的研究还

很少，缺乏阶段运行机制，而这一评估机制对于审计部门进行下一阶段的工作具

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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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文献综述

1.2.1 国外研究现状

（一）政策落实跟踪审计文献综述

相比于国内，国外在政策落实跟踪审计方面的研究更为深入，基于审计项目

的实践探索也更加丰富。然而，从严格意义上讲，政策落实跟踪审计与政策审核

或政策评估并不完全一致，它们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20世纪九十年代后期，

西方国家纷纷对公众政策措施开展审计，美国联邦审计署也不例外，早在七十年

代就开展了对全美议会公布的各类公众政策措施的审核，定期公布十大名单，以

便更好地了解国家的政策措施，并提供有效的改善建议和方案，以提高公众管理

水平。2008年，法国宪法修正案规定，审计法庭必须帮助议会对公众政策措施

做出全方位评判，以确保其合理化和效率性，并对其产生的正面和负面影响做出

客观分析。俄罗斯联邦审计院的战略审计是其独特的工作方式，它的审核范畴涵

盖了国家各项重大战略、信息安全、国际社会经济发展规划、政府计划、国家立

法草案等，从宏观角度分阶段评估重大战略的可行性和可能存在的风险，并给出

有针对性的改善意见，同时也会对重要国家战略和政策措施的贯彻落实状况开展

动态监测，及早查出问题，并指导整治。日自 1997年以来，日本政府一直重视

国家政策评估的作用，并以“3E”审计目标为基础展开了多种形式的国家政策审

计。研究表明，公共政策的落实不应该被视为一个孤立的问题，Nancy Shulock

和 Steve Boilard（2007）经过剖析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萨克拉门托分校的教育政

策实施情况，认为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一些阻碍，因此，国家政策评价审计应该

对整个政策实施过程加以监测，以便及早找到政策措施和现有制度中问题，从而

协助决策层更好地制订政策措施，提高政策措施的有效性和可行性。通过调动利

益相关者的积极性，我们可以更进一步地完善政策。根据 Gisléia Benini Duarte

（2009）的研究，一段时间内巴西某些地区登革热病例减少的重要原因之一可能

为审计部门加强了对市政当局的监管。通过审计对联邦资源分配进行全过程监

督，可以有效减少当局违规行为，提高医疗服务质量，从而降低登革热病例的发

生率。Zih Ping Ho（2013）提出，相关部门应与时俱进，可以将大数据技术、机

器人技术等智能技术服务应用于审计工作过程中，利用手机等电子设备作为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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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缩短工作流程，大大提高审计工作效率，减少人员的工作。Alex Scharaschki

和 Tom Mc Bride（2016）通过建立“货币”和“价值”维度的模型，对政府公共

政策执行情况和公共资金使用绩效情况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将其与英国国家审

计署的审计案例进行了比较，最终提出了一种新的审计方法。Colin Knox（1991）

专门研究了贝尔法斯特社区对休闲设施以及爱尔兰某地区对室内设施的相关审

计工作，得出对休闲政策进行审计会存在较大困难的结论。因此，他建议制订一

个定量和定性的评估目标，并结合有意义的绩效指标来进行评价。

（二）减税降费审计文献综述

税收是我国经济社会蓬勃发展的基础，其意义不言而喻，它对我国财务收入、

各种资源配置等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因此税收审计也成为各国政府重视的重要课

题。由于国家政策差异等因素，国外学者尚未开展针对减税降费跟踪审计的研究，

但是，外国的税收审计可以为我国减税降费政策的落实和跟踪审计提供有益的参

考。国外审核机构，如美国联邦审核署和德国联邦审核署，在税务审计方面更加

注重绩效性，而不仅仅是审计准确性和规范性。审计署研究所对德国税收审计情

况开展了深入研究，认为审核机构在制定审核方案时，会紧密结合当前社会热点

问题，并且会考虑媒体和公众的意见，重点审计税收法律政策和涉税单位的税收

征管业务，具备绩效审核的特征，可以对涉税单位的业绩做出客观评价，为我国

减税降费跟踪审计提供了有益的参考。Subhash Manda，Sumit K. Bansal 和

Himanshu（2020）以研究了印度的相关减税政策，通过层次分析法解析了政策可

能产生的结果，结果表明，相对于负面效果，减税降费对经济发展的正面效果影

响更大。从减税降费的效应来看：Knut L. Seip（2019）研究发现，美国减税的

效果在宏观层面上表现出明显的促进作用，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都有助于 GDP

的增长。然而，美国未来减税降费面临着可持续发展的挑战，需要更加积极的政

策措施来应对。Tammy Leonard，Xi Yang，Lei Zhang和 Connor Reed（2020）也

分析了美国财产税减免与就业之间的联系，发现这种联系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促

进经济增长。根据有关数据结果得出，税收减免程度与就业率提高程度之间存在

着同向发展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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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国内研究现状

（一）政策落实跟踪审计文献综述

“十二五”计划明确提出了对政策落实的跟踪审计，我国的政策跟踪审计制

度发展正式踏入正轨。王慧（2017）指出，政策落实跟踪审计是一种重要的监督

检查机制，它能够及早查出政策实施过程中的缺陷，并促使部门采取有效措施加

以整治，同时及时反映先进的作法和成功的经验，有效地发挥“督查员”和“助

推器”的作用。按照苏孜和何延平（2016）的研究，政策措施落实跟踪审计是一

种审计组织方法，能够确保政策举措的合规性、合法化、经济效益性和效率性。

同时，他们还认为，国家政策跟踪审计的目标是为了更好地实施政策，进一步提

高政策措施的科学性和协调能力，充分发挥“免疫”的作用，从而推进我国环境

治理的改进。陈希晖和邢祥娟（2017）提出，政策措施跟踪审计是一项综合性的

审计方法，它将跟踪审计和公众政策审计的特点有机结合，在促进政策的贯彻落

实方面有着独有优势。常凌杰和郭爱芳（2018）指出，长期性和时效性是跟踪审

计的两个显著特征，它旨在从政策执行、评价和落实三个层面推进政策实施，使

其更加准确、有效和兼容。朱智鸿（2016）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来跟踪政策的实

施，即将其与传统审计工作相结合，运用互联网构筑大数据审计模式。淄博市审

计局课题组（2016）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来跟踪政策的实施情况，这种方法既考

虑了形式，又考虑了事实和价值。陈丽和夏诗明（2018）总结了大数据时代的挑

战和机遇，并给出了一些建议，以促进政策实施的创新和发展。陈凤霞和张盛楠

（2018）经过对政策措施实施跟踪审计的研究，发现它在推进政策措施实施进程

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更好地评估这一流程，他们将 KPI与平衡计分卡相结合，

构建了一套包含财务、用户、内部流程和发展与学习等各个层面的管理体系。苏

孜和王俊锋（2018）从公共政策生命周期理论的角度出发，按照政策制定、执行、

监控和实施效果这一程序顺序构建了政策跟踪审计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该

体系评价了X省贯彻落实国家重大政策措施方面的工作综合绩效。李洋宇（2018）

提出了一种新的评价体系，以“稳发展惠民生政策评估”为例，从政策措施实施、

资金、项目和审计整改四个方面开展了深入分析。陈涵玉（2018）提出了一种采

用 PSR（压力-情况-反应）模式的方法，并运用到某地区。

（二）减税降费审计文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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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于西方国家，我国开展减税降费跟踪审计的历史较短，并且研究程度不

够深入，因而文献资料储备不足。就研究内容而言，主要集中在减免税收和行政

事业性违法征收上。下面分别对我国减税降费跟踪审计涉及的两方面主要内容开

展阐述。与其他国家在税收研究领域取得的丰硕成果和众多著作相比，国内在行

政事业性收费的研究相对较少。自 1997年开始，中共中央及国务院陆续颁布了

诸多有关行政事业性收费的法律规章制度，国内学者也各抒已见，提出了不同的

具体审计方法，以期解决这一重大问题。刘松华（2017）深入探究了公司收费的

业务特征和数据特征，并提出了三个不同的评估基本思路：顺查法、逆查法和抽

查法。刘斌（2017）提出了四种新的审计方法，结合了计算机技术和人工审核。

张奴英（2014）通过对山西省某些单位的具体审计和调查，认为行政机关的账目

存在一定的问题，并概括出了行政机关收费方面审计的主要内容。周树大（2014）

认为审计机关在审核涉企收费时，应将重点放在检验企业单位能否按照有关规定

依法清理和完善涉企收取项目管理审批制度上，以确保其符合法律法规的需要。

关于税收审计，学者们在以往重点研究政策实施和监管的基础上，还加强了研究

税收制度设置问题的力度，同时分析了当前的税收制度是否能够满足经济发展的

需要，是否与时俱进，是否能够在解决具体问题时做到有制可依。尽管关于减免

税审计的研究较少，但申向（2005）在其文章中提出了减免税审计的要点和应注

意的问题，以此突出对减免税审计工作的重视。

1.2.3 文献述评

经过对以往文献的深入研究，国内学者们在政策落实跟踪审计方面取得了一

定的成果，但是由于调查领域过于宽泛，给出的方案不够贴合实际，缺少切实可

行的操作思路，在工作中的指导作用不明显。相关数据表明，我国目前有案例作

为支撑的跟踪审计研究项目主要针对具体的方案措施，而对于宏观经济政策，如

减税降费、简政放权、放管服等的深入研究较少。

我国政策落实跟踪审计的实施时间尚短，虽然国家已经开始探索理论和相关

实践管理工作，但尚未建立统一的体系，也未制定相应法律法规来规范跟踪审计

的实施。此外，国家跟踪审计的研究工作重点多集中在有资金项目的案例研究，

而缺乏对宏观政策措施的研究，而且与发达国家政策跟踪审计更为注重成效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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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不同的是，我国更侧重于对政策措施的合法性和合规性加以审核，不利于充分

发挥其应有的倒逼政策完善的治理功能；此外，由于审计过程持续时间不足，审

计过程中存在着深度不够、结果披露不彻底、评价体系不完善等现实问题，致使

审计评价带有较强的主观性，审计质量和审计人才也难以得到保障。

美俄等西方国家倾向于把完善政策本身作为跟踪审计的目标，而我国则更加

注重审计的合规性。从 20 世纪 70 年代西方开始研究跟踪审计开始，其积累的丰

富的相关经验，可以对我国审计理论的完善提供丰富的实践及理论意义；其相关

的审计实践总结，可以为我国的政策跟踪审计的发展提供可供借鉴的优秀实践经

验。经过对减免税收审计和违规收费审计的相关文献研究分析后发现，国外税收

审计偏向于从税收征管的角度入手，对税收审计的经济效益更为注重，强调税务

部门应当充分完善审计流程，提高服务意识，以更有效地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

为减税降费跟踪审计提供实质有效的参考依据和未来工作开展思路。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路线

1.3.1 研究内容

首先，本文选取了减税降费跟踪审计作为研究对象。为了给接下来的研究工

作打好基础，梳理了多篇国内外文献，了解了关于该政策及其跟踪审计的相关概

念、理论等，探讨了审计工作在减税降费政策实施中的重要性及意义。其次，运

用公开的审计报告和相关部门、企业的减税降费数据，试图对该跟踪审计在具体

工作过程中产生的问题进行详细的分析，并与针对性的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同

时，从形式、事实、价值这几个角度，设定框架中审计目标、内容和方法等具体

内容。在案例选取方面，选择甘肃省的减税降费跟踪审计现状作为案例对象，运

用熵权法等方法对其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关的政策管理方面和

审计施行方面的建议，最后总结论文不足和研究展望。

1.3.2 研究方法

定量分析法：先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得到专家以及相关部门有关人员的评价

打分，再利用熵权法计算得出权重前几名的风险指标作为审计实务框架的重点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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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对象。运用具体案例进行分析时，重点关注这几个指标，判断甘肃省的情况是

否符合框架的设定，以此来分析可行性并提出建议。

文献研究法：查阅与本文主题相关的国内外文献，对该跟踪审计的相关研究

结果进行搜集与分析，以充分了解当前的研究趋势和成果，为撰写本文做好前期

的准备工作。

案例分析法：案例分析法是一种常用于论文写作的研究方法，以具体的案例

对某种观点或者问题进行讨论，并试图以小见大，总结出具有问题普适性的方案。

本文研究减税降费政策跟踪审计，并以甘肃省为例，可以深入探究甘肃省该政策

的实施情况及其跟踪审计中存在的问题，从多角度出发，例如事实、价值、形式

等，构建审计框架并对其展开运用，对甘肃省减税降费审计存在的问题提出建议，

使之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专家打分法：通过对研究对象的相关数据进行系统收集，汇总有关审计人员

的意见及打分，得出各风险因素的得分，为后续使用熵权法进行评估排序做好基

础工作。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甘肃省减税降费政策落实跟踪审计研究

9

1.3.3 技术路线图

图 1.1 技术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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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

2.1 相关概念

2.1.1 公共政策

公共政策是政府根据一定的政治原则和目标，为达到一定社会目的而制定和

实施的各种规定。是一种具有制约、导向、调控及分配功能的高效社会治理手段。

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时必须以法律为依据。它能够有效的解决社会公共问题，在

制定公共政策时，应明确指出公共政策的主体、目的、对象以及表现形式。

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离不开政策的约束，良好的公共政策可以有效促进社

会经济的发展，有利于提高居民生活幸福感，进而提高公民素质，形成良好的反

馈机制。

2.1.2 减税降费

减税降费政策的颁布与施行是指新时代背景下我国政府通过实施具有针对

性的削减税收和普适性的降低费用的措施来达到精简政府机构，下放政治权力的

目标。通过支持银行进行扩大放贷数额来缓解企业还贷压力，进而鼓励社会公民

不断创业。

通过减税降费，我国市场主体活力不断增加，显著促进了中小微企业的发展。

2.1.3 政策落实跟踪审计

政策落实跟踪审计是指审计机关对关系国家利益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

大项目、重大改革、重要政策措施等的贯彻执行情况展开的持续监督活动。其主

要目标是：促进及时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促进健全完善政策落实机制，促

进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单位切实履职尽责，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该审计

类型的提出，使得审计工作变被动为主动，更好的提高的审计的服务性。

政策落实跟踪审计是一项具有独立性的审计活动，与政策制定、执行部门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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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利益关系，因此可以客观公正的进行监督工作。

2.1.4 “三维框架”模式

2012 年，“三维”政策落实跟踪审计模式首次被提出，它是一种在法律授

权范围内，从形式、事实、价值三方面入手，由国家审计机关对公共政策、系统、

过程以及结果和社会影响进行全面审查、评估和监督的有效机制。

在跟踪审计过程中，想要切实落实好政策，仅仅关注某些重点项目进程速度

是否合理，资金使用是否合规是不够的。还应该对整个政策执行过程中所涉及的

费用和经济效益进行重点关注，关注政策执行的效率是否稳定提升，是否按照审

计预设的要求，利用多种视角开展持续性的监察。

2.2 理论基础

2.2.1 公共受托责任理论

公共受托责任理论是在 20世纪 80年代兴起的一种公共管理理论，它与公共

选择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都具有很强的逻辑关系，三者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完

整的现代政府管理理论体系。公共受托责任是指政府为履行其受托责任而建立的

一套机制和程序。公共受托责任由受托人根据法律赋予的公共事务管理权力，对

其所代表的公民或纳税人负责，并根据社会需要、政策目标以及相关法规来确定

公共事务管理的范围和方法，通过选择、委任、监督等管理程序对政府事务进行

管理。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代理人受委托人之托进行工作。

运用以下模型可以具体描述该过程，如图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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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公共受托责任履行过程

政府部门是减税降费政策落实的责任主体，也是公共责任的受托主体。因此，

为了保障人民的合法权益，对减税降费政策的落实进行跟踪审计至关重要。应强

化对减税降费政策落实的监督管理，保证该税收优惠政策的实施，以促进政府管

理职能的有效发挥。

在该政策施行的过程中，相关的政府部门既要承担“减税”的义务，又要承

担“降费”的义务，这两方面都能够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仅从这一特定角度便可

以看出，实行减税降费跟踪审计的必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2.2.2 新公共管理理论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某些西方国家的政府管理工作面临空前挑战，传统的行

政管理政策已不再适用社会现状，新公共管理理论应运而生。该理论的重点在于

借鉴私营部门的优秀管理经验将之应用于政府部门，另辟蹊径，增强政府工作的

效力，满足各方主体需求。

新公共管理致力于提高公众对政府服务的满意度，以促进社会发展和进步。

为此，它提出要“兼顾”，不能一味强调“输入”而忽略“输出”，要同时关注

政府服务效益与质量，这也是新的公共管理学与传统模式不同的地方。

2.2.3 供给学派理论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美国市场进入“滞涨”状态，就业率持续下降的同时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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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急速上涨，导致就业市场持续低迷，供给学派的减税降费理论就是在该背景下

被提出的。该模型旨在解决美国和欧洲等发达经济体因经济发展周期性变化而引

发的一系列问题，其基本观点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供给是决定增长的关

键因素，而减税降费则是提高经济供给能力的重要手段。

在经济“滞涨”期间，供应派学者认为应该通过如下方式进行税收激励：一

是通过下调企业所得税税率来激励企业进行更多的资本投入，扩大经营规模，增

加更多的就业机会；二是通过减少个人所得税以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从而拉动

内需，刺激居民消费投资。三是推行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大大减少了企业的税收

压力，极大提高了公司的盈利能力，促进了公司的资本流转。四是加大企业用于

科研、开发方面的扣除力度，促进企业创新升级。总结来说，供给学派理论的核

心在于：在供应端实行多种税收优惠以激励企业生产，促进资金流转，促进技术

创新，加大投资力度；激励个人积极就业，提高消费，扩大投资，进而带动经济

社会蓬勃发展，进一步优化产业内部结构，推进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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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甘肃省减税降费政策落实跟踪审计现状

3.1 甘肃省基本情况介绍

3.1.1 甘肃省经济情况介绍

作为我国的省级行政区之一，甘肃省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几年，经济

发展迅猛，其 GDP增速在西北五省区中居第二位，但该指数却一直处于较低的

情况，直至 2021年才刚刚突破一万亿大关，因此，甘肃省的经济还有很大的发

展空间。近几年来，甘肃省产业结构呈“二、三、一”的特征，即第一产业比重

呈微幅上升趋势，第三产业比重呈波动式上升趋势。甘肃省的产业构成主要还是

煤炭、化工、冶金、电力这类传统产业，因此第二产业是拉动甘肃省经济增长的

“火车头”。但这些企业依赖原材料利用，产业整体呈粗放型，亟需转型。

表 3.1 为 2017—2021 年间甘肃省有关收入情况。（单位：亿元）

表 3.1 甘肃省有关收入情况

指标名称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财政总收入 1540.59 1641.71 1589.52 1625.97 1863.93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815.73 871.05 850.49 874.55 1001.86

税收收入 547.14 610.47 577.92 567.93 667.41

国内增值税 269.41 293.36 276.82 260.17 303.34

企业所得税 67.24 74.59 64.79 64.39 80.06

个人所得税 27.33 30.53 20.30 20.54 23.99

城市维护建设税 45.59 49.59 47.33 45.74 53.86

契税 22.55 27.47 36.23 38.94 49.03

非税收入 268.59 260.58 272.56 306.62 334.45

专项收入 76.11 79.19 84.33 87.91 98.80

行政事业性收费 55.26 41.02 50.61 55.52 49.47

资料来源：甘肃发展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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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为 2017—2021 年甘肃省有关财政收支情况。（单位：亿元）

表 3.2 甘肃省有关财政收支情况

指标名称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财政总收入 1540.59 1641.71 1589.52 1625.97 1863.93

其中：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税收收入

上划中央税收

815.73 871.05 850.49 874.55 1001.86

547.14 610.47 577.92 567.93 667.41

724.86 770.65 739.03 751.42 862.07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3304.44 3772.23 3951.60 4163.40 4032.56

资料来源：甘肃发展年鉴

税收是一个国家的“晴雨表”，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最直观反映，随着我

国的快速发展，甘肃省的税收收入也水涨船高。改革开放之初，甘肃省税收收入

低于五亿，而截至 2022年达到五百多亿元。但从整体上看，甘肃省发展程度仍

较弱，实力不够雄厚，与东部地区相比仍处于劣势；同时甘肃省的装备制造业、

现代服务业、深加工业等产业也比较落后。在此背景下，企业的技术创新困难重

重，难以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严重影响了企业的经济效益。

表 3.3 为 2017—2021 年甘肃省近几年来有关税收收入情况。（单位：亿元）

表 3.3 甘肃省有关税收收入情况

指标名称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税收收入 547.14 610.47 577.92 567.93 667.41

增值税 269.41 293.36 276.82 260.17 303.34

营业税 1.35 0.58 —— —— ——

企业所得税 67.24 74.59 64.79 64.39 80.06

个人所得税 27.33 30.53 20.30 20.54 23.99

资料来源：甘肃发展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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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近几年的统计数据来看，甘肃省私营企业呈飞速发展态势，其实力不容小

觑，企业数量日益增多。私营企业对甘肃省的经济发展有着不容小觑的作用，减

税降费政策的落实毋庸置疑会在甘肃省产生巨大的影响。表 3.4 为 2017—2021

年甘肃省法人单位情况。（单位：个）

表 3.4 甘肃省法人单位情况

单位数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法人单位数 222364 222364 266602 302596 217732

国有企业 29813 29813 26388 26702 1477

集体企业 3499 3499 4546 4847 1056

私营企业 76576 76576 112269 137457 172264

联营企业 312 312 287 462 106

有限责任公司 28363 28363 30713 34296 36869

股份有限公司 2746 2746 3129 3289 3353

资料来源：甘肃发展年鉴

表 3.5 为截至 2021 年，甘肃省私营企业的基本情况。

表 3.5 甘肃省私营企业基本情况

行业名称 户数（户） 注册资本（亿元）

农林牧渔业 41140 2190.41

采矿业 2667 577.40

制造业 24553 2392.12

建筑业 62859 5503.15

批发和零售业 154408 6570.90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 11916 3524.67

住宿和餐饮业 12099 5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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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5 甘肃省私营企业基本情况

行业名称 户数（户） 注册资本（亿元）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 16381 673.49

金融业 3227 1799.44

房地产业 14103 1596.31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18140 1361.57

资料来源：甘肃发展年鉴

近年来，甘肃省的 GDP呈现出稳步上升的态势，其中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第三产业的贡献率逐渐加大。表 3.6为 2017—2021年甘

肃省整体、各产业及部分行业地区生产总值情况。(单位：亿元）

表 3.6 甘肃省地区生产总值情况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地区生产总值 7459.9 8246.1 8718.3 9016.7 10243.3

第一产业增加值 859.8 926.1 1050.5 1198.1 1364.7

第二产业增加值 2561.8 2794.7 2862.4 2852.0 3466.6

第三产业增加值 4038.4 4530.1 4805.4 4966.5 5412.1

工业 2020.5 2253.4 2319.8 2289.0 2849.8

建筑业 504.6 578.2 553.0 572.6 629.9

金融业 718.0 774.5 862.3 897.5 907.2

房地产业 394.4 440.8 470.5 497.3 577.3

农林牧渔业 896.0 962.3 1087.6 1237.3 2439.6

资料来源：甘肃发展年鉴

3.1.2 甘肃省减税降费政策落实情况

自国家大力促进减税降费政策施行以来，甘肃省税务部门积极响应国家号

召，根据自身情况颁布了与中央政策相配套的减税降费政策，以促进经济社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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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有关当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积极推进该政策在甘肃省的全面落地，以实际

行动全力构建新发展格局。

自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以来，甘肃省各级税务部门进一步加强了对企业

的管理，坚决杜绝了以任何方式对企业进行提前征收，对各类税费优惠政策都要

坚决贯彻执行。禁止相关部门任意地改变对公司的征税方式，禁止在法定申报期

之前对公司进行征税，禁止采用大型集中清欠、行业性大面积检查等与减税降费

大势相违背的方法。对于那些不遵守税收工作纪律，违规增加税收收入的行为，

坚决追究了有关部门和人员的责任。

根据统计数据，2021年甘肃省新增减税降费数额达到 110亿元，这表明甘

肃省正在努力突破瓶颈制约，积极改善营商环境，为企业提供更多的纾困支持，

大力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实现高效发展可持续。近年来，甘肃省市场主体总

量突破 200万户，新设立市场主体超过 30万户，税收便捷化改造取得了显著成

效。国家税务总局甘肃省税收局局长郑钢指出，经过实施一系列改革措施，税务

行政审批事项减至一项，办理事项精简近一半，大大提高了办事效率.2021年，

“银税互动贷款”的发行量达到 929亿元，为 3.18万户中小微企业带来了实质

性的收益。

3.1.3 甘肃省减税降费政策落实跟踪审计现状

自我国实行减税降费政策以来，与该政策相关的跟踪审计应运而生。甘肃省

在积极贯彻落实国家减税降费跟踪审计的基础上，根据本省特点，因势利导，对

症下药，持续释放减税降费红利，不断助推甘肃省非公经济的发展。财政部、税

务总局在 2019年 1月出台了《关于实施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政策的通知》，

随后又陆续出台了多项相关政策，以进一步扩大减税降费规模，扶持中小微企业

的发展。

甘肃省积极遵守执行审计署下发的各种减税降费跟踪审计相关的政策，按照

审计监督意见要求，定期开展审计工作并将结果及时报告给相关责任单位，近年

来，甘肃省有关方面审计工作不断取得成效，离不开详实有效地审计工作计划，

主要包括审计准备，分析可行性，具体实施以及后续事项的处理等步骤。

对于审计准备这一阶段，首先相关审计部门的准备工作包括，配置专门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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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小组和审计专业人才并进行权责分离，积极主动学习最新的国家税收优惠政策

和审计要求，通过与相关多方进行沟通了解甘肃省目前减税减费的执行情况，分

门别类收集不同性质企业的资料，看其是否真正吃到国家优惠政策福利。在做好

这些铺垫工作之后，对被审计单位的情况进行具体的了解，看其是否履行了切实

良好落实减税降费政策的责任，是否做到政策执行事前、事中及事后认真负责。

在具体执行这一阶段，主要是对搜集的各被审单位的数据进行分析。审计人

员对税务部门的减税降费记录以及企业的预决算数据进行集中分析，看其所对应

的减免税和降费事项是否真实准确，是否有法可依，有规可依，是否存在虚假享

受减税减费优惠现象。同时检查被审单位信息记录是否完整，是否存在企业符合

减税降费要求但税务部门未进行办理的情况，即是否全面执行相关政策。另外，

享受税收优惠政策需要满足合法合规的前提，通过对分析企业数据，看其在享受

优惠的同时是否违法违纪，通过分析被审单位数据，看其是否存在病态税收现象。

对于审计执行过程中存疑的地方，必要情况下采取实地走访的形式加强与被审计

部门和企业的沟通，以获取真实可靠的审计证据。审计具体执行工作是整个审计

流程的重中之重，决定了审计结果的质量和国家审计的受信任程度。

在后续事项处理这一阶段，主要是进行相关工作的总结，根据审计证据编制

审计工作底稿，与被审计单位沟通并进行确认，进而披露审计报告，为相关信息

使用者提供真实的参考数据。真实可靠的审计结果能够形成良好的反馈机制，有

利于进一步审计工作的开展。

从减税降费政策落实的效果看，甘肃省减税降费规模整体呈扩大趋势，各项

政策减税受益面不断拓宽，全省行业税负全面下降，企业盈利水平不断提高，相

关部门执法程序日趋完善。

3.2 甘肃省实施减税降费政策落实跟踪审计面临的问题

3.2.1 审计内容复杂，审计重点难把握，统筹协调效率低

“减税”和“降费”分别由不同部门负责实施具体内容。“减税”的实行以

税务部门为主体，而“降费”则涉及更多的单位部门，如政府机构、企业和事业

单位等。由于审计系统中被审计主体之间的联系不够紧密，使得审计内容变得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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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复杂，而由于审计资源受限，很难有效地把握复杂的跟踪审计对象，从而影响

审计的有效性和准确性。

另一方面，审计对象的复杂性以及相互之间缺少关联，以及在审计实施过程

中面临的信息和数据非常复杂，都给审计工作有效利用数据信息提出了重大挑

战；同时，由于部门之间存在信息壁垒，信息难以被有效沟通，审计过程中的联

合协调难度水涨船高。

3.2.2 审计范围有限，审计资源不足

减税降费政策落实跟踪审计内容复杂且耗时长久，因而对审计资源的要求也

较高。首先，其涉及的行业部门范围较大，各部门、各地方之间需要互相协调，

这就要求审计机关具有较高的组织协调能力；其次，减税降费政策的实施对象是

各类企业，数量繁多，这就要求审计机关具备足够的财力物力以满足日常工作的

需要。综合来看，甘肃省减税降费跟踪审计面临资源不足的窘境，这给审计的实

施及结果造成了较大的消极影响。

3.2.3 评价指标缺乏，专业审计人才储备不足

传统的减税降费政策落实跟踪审计评价体系缺乏更为具体的定性与定量指

标，审计人员更多是通过掌握《审计法》和有关的法律法律，根据自己的专业能

力和工作经历进行职业判断，以及获取具有参考性的外部协助结果等方式来评价

减税降费政策的实施情况。但由于这种评价模式具有浓厚的主观色彩，可能会影

响审计结果的客观公正。

3.2.4 审计结果整改落实率低，利用价值小

整体参照审计署发布的审计公告来看，减税降费的实施过程中存在很多顽固

问题，例如转嫁收费、减免税不及时、提供违规服务等。并且行业违规收费的数

额也呈增长趋势。然而，在相关整改报告中，整改金额所占比重较小，落实整改

率较低；此外，由于没有统一的标准，整改成果无法得到合理的评估，从而无法

为开展后期整改工作提供科学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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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整改工作监督困难，职责分工不明确。

整改活动无法得到全面、客观、准确的评估的某些重要原因在于：首先，受

到现有审计工作成果以及约定俗成的审计思维的限制，作为推动问题解决的关键

力量的主审的科学客观程度往往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其次，由于工作时间和

工作量的限制，主审的督促整改工作效率不能得到有效提升。最后，相关工作人

员职责范围交叉严重，分工不明确，造成重复工作和审计资源的浪费。

3.2.6 审计结果公开披露不足

当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对审计机关公开或不公开审计成果给予了

一定程度的权利。将审计成果公之于众，有利于公众监督审计项目，促进被审计

单位进行审计整改。但是，由于目前我国立法并未强制要求披露审计结果，相关

人员逃避责任以及信息保密等原因，审计机关向社会披露审计结果的意愿一直较

低。

3.3 甘肃省减税降费政策落实跟踪审计面临问题原因分析

3.3.1 制度因素

2015年，中国开始实施政策落实跟踪审计，作为一种新兴的审计模式，其

开展时间尚短，相关理论体系也处于构建阶段，这些原因使得政策落实跟踪审计

制度难以得以有效推行，不利于为审计人员提供有力的指导。由于缺乏有效的制

度支撑和准则指引，审计机关在开展审计业务时缺乏有效的监督管理，审计人员

缺乏规范性，审核人员在处理问题时只能凭借经验而不是依据准则，这大大限制

了审计工作的进行。

3.3.2 体制因素

作为我国社会管理和国家治理的基础与保障，审计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

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对审计的要求也日益增高。随着审

计工作的日趋艰巨，我国急需充实审计人才队伍。但由于现有人事制度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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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审计组织人员的补充以及结构的改善都受到了影响。首先，作为国家行政机

关的组成单位之一，审计机关在进行人员的招录时流程较为复杂，所需时间较长；

其次，机关单位自主选择性较弱，影响招录结构的合理性；最后，由于工作性质

的原因，在运用外审力量时受到较大程度的的限制。

3.3.3 现实因素

首先，由于减税降费的执行过程呈现出动态、持久、多个部门参与的特点，

开展跟踪审计会面临很多未知的风险和挑战。其次，对各公司的纳税情况有清楚

的了解是开展审计的前提之一，这对审计是否能够保障这一工作的顺利进行有着

很高的要求。而目前我国在该方面存在着人力、财力、物力等方面的不足，在很

大程度上影响着减税降费跟踪审计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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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甘肃省减税降费政策落实跟踪审计方案设计

4.1 甘肃省实施减税降费政策落实跟踪审计的必要性

我国正在努力构建一个服务型政府，以改善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关系为目标，

并将其与新公共管理理论相结合。减税降费是通过减少财政收入来促进社会和经

济的发展，通过对政策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作出全面评价，可以准确地判

断是否达到了预期目标，而开展相关政策的跟踪审计，则可以有效减少目标实现

过程中可能面临的风险，从而为甘肃省提供有力的支持，促进政府改进和提升管

理能力。

审计机关是公共行政的重要监督部门，也是推动政策执行的重要力量，可以

在减税减费跟踪审计方面发挥重大作用：首先，发现政策执行中的各种问题，监

督有关部门及时整改，减少退税不及时，宣传不足等政策执行不到位情况；其次，

如果把国家治理比作人体，审计就相当于免疫系统，能够有效防止政府失灵。通

过审计干预，防止政策制定者、税务机关等部门滥用政府权力，促进透明、公开

的服务导向型政府的建立；第三，通过跟踪审计，我们可以识别税务机关和其他

部门在政策执行中的业务风险，提高有关部门的工作水平，发挥预警作用；第四，

通过进一步修订政策全流程，能够发现执行过程中的偏差和错误，完善各项政策

措施，建立良好的反馈机制，从而对政策实施工作提出有针对性的审计意见和建

议；第五，审计机关定期公开审计报告，能够切实提高公众参与度，提高机制问

责效率。从以上意义上来说，对减税降费开展跟踪审计工作是十分有必要的。

甘肃省积极响应国家号召，认真贯彻落实国家颁布的各项政策，其中便包括

减税降费这一惠及面极广的优惠政策。经过近几年的贯彻执行，甘肃省在减税降

费实施以及认真落实其跟踪审计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我们仍应看到，虽然相

关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通过对照近三年审计工作报告中在减税降费的跟踪审

计工作中发现的问题以及查出问题整改情况报告中的整改情况，目前仍存在着一

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是还需进一步加强解决规范涉企收费问题。2018至 2020年审计促进涉企

收费整改累计 1700多亿元，有效制止了违规收费、向企业转嫁费用等现象。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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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从有关报告中可以看出，在处理涉企收费方面，相关单位的执法力度还不够，

无法全面的对该类问题进行规范，覆盖面不广，亟需加强规范整改力度。

二是在推动营商环境的进一步优化方面较其他有些许不足。自 2018年全面

实行“放管服”以来，审计清理前置审批、减少行政审批，促进“放管服”事项

改革落地。但在甘肃省具体落实“放管服”进程，促进营商环境改革的过程中，

与整体层面相比，还存在着企业开办缺乏便利，政府服务缺乏便利，监督管理缺

乏严明，企业感受缺乏满意等问题。因此，政府还应在这些方面加大投入。

三是在推动制造业等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效用不足。对于高新技术企

业，国家采取了更加有利于激发企业经营活力的减税降费政策，加快了高新企业

的创新步伐，接下来政府将在企业研发方面进一步加大投入，这无疑会大大增强

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但目前甘肃省制造业等行业转型升级力度不足，产业结构

调整还不够彻底，落后产能还有待进一步淘汰，亟需更强劲的培育新动能，助力

实体经济成为甘肃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力引擎。

四是在加强与多部门的联系这一方面，税务部门还需做出更多努力。在行政

审批改革的过程中，涉及的事项众多，包括批准、驳回、登记变更等，因此，必

须不断梳理和归集这些事项并进行调整，以确保改革的顺利实施。通过系统梳理，

采取有效策略和组织性的回顾检查，及时发现甘肃省各基层之间衔接不到位的审

批整改要件事项，以确保政策落实到位、有效实施，切实解决工作“卡点”问题。

进一步完善行政审批事项制度,提升基层承接能力，加强各部门之间的业务

对接，促进信息沟通，充分利用政府服务平台的一体化特点，确保对接顺利进行。

与此同时,为推动各部门之间协调配合,各市州、各单位应当坚持权限追随事项同

步下放原则，以确保批准工作不会被过度下放到基层单位，从而提高效率和质量。

只有具备高度协调的行政审批权限，甘肃省政府才能享受到由内到外的便利，更

好的体现政府职能。

4.2 “三维框架”模式下减税降费政策落实跟踪审计实务框架

4.2.1 形式维度的政策落实跟踪审计

（1）审计目标与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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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角度在于监督政策落实流程中的合规性和公共政策体系的完善性，

以确保政策措施的有效执行。根据公共政策分析理论，政策措施的合规性是政策

实施的基础，因此，各地政府应当根据当地的不同情况，以中央规定为基础，本

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为辐射范围，制定因地制宜的有效的政策措施。“形式”

角度的合规性评估在于确保当地人民政府制定的政策措施具体内容和过程符合

法律法规，确保其符合中央政策的规定，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国家的政

策系统进行检查是跟踪审计的必经流程，这样可以检查地方各级相关部门是否依

据中央政策制定了配套的地方方案或工作计划。也能够评估政策体系内部结构是

否协调统一，相关管理体系和资源支撑体系是否完备等。重点关注项目参见表

4.1。

表 4.1 “形式”维度审计内容

审计目标 审计内容 审计关注点

政策措施合法性 政策决策主体 有无主体资格、有无超越决策

权限的权力等

政策决策过程 程序的实施是否合法、是否缺

乏民主性等

公共决策内容 内容是否与相关规章制度、上

级政策冲突等

政策措施健全性 组织领导机构 是否建立领导小组、是否开展

相关活动进行专题学习等

政策执行方案 是否制定政策执行方案、是否

按规按时下达任务书等

配套财政制度 是否颁布政策资金管理办法、

是否完善相关财政管理制度等

配套项目制度 是否颁布项目管理方法、是否

完善项目管理制度等

配套资源制度 是否配套资源管理方法、是否

完善资源管理制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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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1 “形式”维度审计内容

审计目标 审计内容 审计关注点

政策措施健全性 政策监管制度 是否颁布任务管理机制、开展

对项目完成情况的监管等

政策措施一致性 相关政策制度 同一政策系统是否存在冲突、

不同系统间是否存在冲突等

任务执行方案 不同层级任务实施方案编制是

否一致、是否偏离问题等

（2）审计方法

政府部门一般通过书面文件来传达中央的各种决策和一系列精神，这些文件

包含意见、建议、计划、指示、法规、条例、法律法规等，能够帮助政府更好地

实施公共管理。从形态上看，中国的公共政策可分为两大类型：一是以法律法规、

规章制度等为主要内容的“法制型”；第二类为非法制形式的，包括中央的政策，

地方的政策，基层的政策等等。各级政策措施是各项具体政策的书面展现形式，

是真正进行工作时的依据。首先，政策的制定要合法合规，满足法制要求，其次，

地方各级政策文件是以国家发布的政策为基础的，利用对公共政策制度的健全性

审计，可以判断地方在执行政策时是否以总的方针政策为基，是否已经构建了健

全的管理系统，是否能够按照有关当局的要求，对有关的政策资源进行科学合理

的规划使用。同时，为保证制度的连贯性，需要通过对各级制度的对比和研究，

以保证制度的连贯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审计准则》的规定，审计人员

应当通过审阅报告以及追踪有关流程的处理形式等方式，对被审单位及其有关状

况作出全面而深入的审查，以保证审计结论的准确度和可信度。通过实施审计，

搜集到各种政策决策与执行过程中的相关文件，以便对地方政府部门政策制定过

程作出全面审查，以确保其符合法律法规，并明确各部门负责人的责任。审计师

有权邀请专业人士，如策略分析人员、高校管理团队、智库团等，对自己的策略

信息作出全面评估，以确保其效力、一致性和公平性。此外，审计工作人员还能

够将地方配套政策与中央政策内容加以比较，以确定其是否存在与相关规定相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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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作为我国监督管理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审计部门在利用审计职责

开展工作时，应当严格按照相关法律的规定，全面审查公有资本、国家财产和领

导人员执行经济社会职责情形，以确保其合法性和健全性。审计人员不仅能够对

有关政府部门的决策过程进行直观监察，还能够对当地政府管理机构的履职状态

进行再监督，搜集有关审计资料，切实提高审计效率和质量。

（3）审计成果运用

我们可以对政策落实状况展开全面的跟踪审计，以确保公开政策措施的合法

性、完善性和一致性，并对当地各级政府在贯彻执行重大政策措施中或许会出现

的问题展开审计取证分析，生成审计报告并上报上级审计部门和政府，披露政策

执行过程中出现的体制机制问题，以便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通过形式层面的政

策措施落实跟踪审计，可以有效地监督政策体制自身及其制定源头，进而充分发

挥审计的预防作用，满足政策制定的全面合法要求。此外，在审计的执行过程中

不免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审计机关应该将这些问题和风险以审计报告的形式进

行具体反映，以便在政策制定和纠正过程中获得外部反馈，进一步提高政策的科

学性和有效性。最后，对跟踪审计中出现的主要问题，给出有效的调查建议和处

罚决定，敦促被审单位做好整顿管理工作。一项政策的执行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

良好的实行效果离不开长期的调整和改进，因此审计机关开展持续的工作是至关

重要的。能够完善相关制度，在持续的审计工作中不断减少风险发生的可能性。

因此，从“形式”这一角度改进政策跟踪审计制度，确保政策执行的持续性和科

学性，有利于完善相关政策执行系统和机制，充分履行政策跟踪审计的监测和预

防职能。

4.2.2 事实维度的政策落实跟踪审计

（1）审计目标与内容

围绕此维度展开审计工作旨在检查地方政府部门在实施公共政策时是否存

在执行偏差，以确保政策的真实性和行为合规性。为了让公共政策发挥最大效用，

必须建立有效的载体，包括政策项目、资金和资源等。通过实施政策落实跟踪审

计，可以有效地监督政策执行过程，特别是重大政策项目、重要政策资金和政策

性物资的使用情况，以及政策配套经费的拨付适时性和规范性；审计人员应当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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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对政策执行过程中的监督，及早查出违规舞弊情况，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整治；

政府应当强化对财力的监督，保证不存在任何形式的闲置、截留或挪用现象，同

时，要强化对人才资源、土地、金融等方面的政策性资源配置，保证资源优势得

到合理利用。及早查明政策措施执行过程中存在问题，监督相应部门采取有效措

施，确保国家政策措施的有效执行，防止政策执行出现偏差。重点考察内容见表

4.2。

表 4.2 “事实”维度审计内容

审计目标 审计内容 审计关注点

政策资金（真实性、合规性） 资金收支记录 财政资金的相关记录是否公允、

完整、准确，是否存在隐形收入、

不当支出等

资金拨付记录 是否存在资金下达延迟，资金下

达不完整、不到位等问题

资金使用记录 是否存在专项资金闲置、挪用、

使用不合规等问题

资金管理记录 是否存在财政资源盘活不到位、

未及时返还等

政策项目（合规性） 项目任务下达 是否存在延期下达工作、下达不

到位等

项目实施进度 是否存在项目审批进度、实施进

度缓慢，项目审批程序缺失等

项目决算验收 在未经验收的情况下，资源的使

用是否存在造假等

政策资源（真实性) 资源配置情况 政策资源分配是否具有时效性，

包括人才分配、土地分配等

资源使用情况 是否存在政策资源的低效和非

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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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审计方法

在政策执行阶段，审计工作应重点关注政策项目和资金的合规性，并从实际

情况出发，对有关财务资料、交易内容的真伪、合法性以及特殊情况的合规性予

以审查，以确保政策的有效执行。因此，事实维度审计标准一般以政策相关法律

法规、部门规章、政策文件等为基础，审计机关根据《审计法》等有关法律，对

政策落实情况开展审计，以确保审计取证工作有法可依，审计人员应根据政策跟

踪审计的要求，选择适当的立法和规则，监督政策执行主体的行为，并核实政策

任务执行过程中是否存在违纪行为。在开展审计工作之前，审计人员应当全面深

入地学习和掌握有关政策法规，以保障审计人员取证业务的顺利完成。此外，国

家及其下设机关制定的各类文件和规章等，也能作为审计收集证据以进行检查和

监督的重要依据，检查政府和主管部门政策资金的使用以及政策项目的管理是否

存在违规行为。

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审计人员首先可以利用常规审计方法，

例如检查、观察、分析等进行工作，如果审计力度不足还可以深入使用一些其他

的方法，例如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获取专项基金发行文件、预算管理系统信息等，

审核政策资金、人员管理等信息，以确保其真实性和合法性。其次，在审查项目

批准文件、招标文件、项目施工合同和其他基本材料以及相关管理层和执行人员

调查时，可以验证项目运行的合规性和监督项目实施进度。再者，通过对相应负

责人开展问询，细致检查地方政策文件和实地考察工作，确保建设项目的合规性

和落实进展顺利。最最后，鉴于公共政策涉及范围广泛、资金规模庞大、政策措

施项目众多，在审计过程中加入计算机技术日益成为趋势，利用大数据等智能技

术可以满足审计全覆盖要求，能够准确分析并判断审计数据是否真实合规，有效

降低工作的复杂性，减少风险发生的可能性。

（3）审计成果运用

通过实地考察和审核，对实施进程中的规范性予以全面检查，及早发觉并改

正存在的错误现象，并通过审计工作报告、审计结果报告等多种形式适时向相关

信息使用者报告，以便更好地推动政策的落实，充分发挥审计监督职能，满足各

方信息使用者的需求。一方面，《审计法》和《审计实施条例》给予了审计机构

处理处罚的权利，使其有权依照法律规定，对被审单位采取给予警告、罚款、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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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违法所得等方式的处罚，使得在被审单位产生更大消极影响和危害前制止其违

法违规行为。另外，如果被审单位已经产生重大违规行为，审计机关认为应给予

处罚措施的，有权开具移送处理书，向有关负责部门提出处罚建议，如果被审单

位已经产生重大刑事违纪，应按照法律要求及时追究其刑事责任。另一方面，在

发布审计报告和审计工作报告时，审计机关应向人民政府机构、最高审计机关和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报告相关的审计结果，披露政策制定执行过程中的问题，

提供审计建议并对被审计单位是否开展纠正整改工作进行持续关注，以进一步加

强审计工作的权威性。此外，审计机关应根据相关立法的要求，适时公布重大政

策和措施的实施情况，并将查明的问题进行披露，推广不同地区实施政策和措施

方面的良好经验和做法，增加审计监督力度和审计报告影响力，提高社会影响。

综上，通过审计监督与行政部门监管、社区监管和舆论监管的高效协同，可以高

效地监督政策措施的执行落实，障政策任务的合规运行，政策资金的有效管理，

促进政策目标的实现。

4.2.3 价值维度的政策落实跟踪审计

（1）审计目标与内容

政策执行到了终级阶段，应从“价值”维度对其进行审计考察。旨在从经济

性、效率性和效益性等方面全面考察政策执行效果和社会价值，以总结政策在社

会实践中的意义与价值。在对政策的效果进行评估时，我们需要制定适当的评估

指标。例如，在评估公共政策的经济效益时，我们需要考察其带来的实际经济成

果，例如政策目标是否实现，社会和经济发展是否得到促进等。在对政策的效率

进行评价时，应着重考虑投入产出比，看其是否满足利益最大化的要求。在评估

公共政策的效益性时，我们应该考虑它们的资金使用效益和项目管理效益；为了

评估公共政策的有效性，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指标体系。根据这些评估，我们可以

判定政策实施成果的有效性是不是与预期效果相差甚远。在评估公共服务政策措

施的社会价值时，我们应该从政治公平、正义、社区回应性和适应性等多个层面

加以考量，以确保政策的实施符合社会公众的期望，并且能够满足社区经济发展、

生态环境保护和满足民生福祉的要求，同时，也要为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提供正

确的价值指导，以促进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实现。见表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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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价值”维度审计内容

审计目标 审计内容 审计关注点

政策效果 效率性 关注政策措施的投入与产出，

判断公共政策是否能够以最

小的投入实现最有效的政策

目标

效益性 关注政策资金和政策项目管

理的效益性

效果性 关注政策目标的实施情况，判

断政策实施的实际影响与预

期影响之间是否存在差异；了

解公众对政策措施颁布及实

施的满意度

政策价值 公平性、回应性、适应性 判断政策的实施是否符合社

会经济价值、环境文明价值、

民生价值；是否给出正确的价

值取向；是否有助于实现社会

公平及正义等

（2）审计方法

审计人员需要根据法律法规和专家意见，对不同类型和目的的公共政策进行

评估，以确定其社会价值。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审计人员需要建立一个适当的指

标体系来跟踪政策的实施情况。通常来说，审计标准可以根据其作用效力划分为

共性标准、公认标准、部门标准三个层次。针对审计工作的需求，审计人员可以

采用适当的审计准则来评估绩效。近年来，学者们建立了基于公共政策评估理论

的公共政策审计评估体系，以经济性、效果性、效益性等为主要评价指标，关注

公共政策的经济价值、环境价值和社会发展价值等。然而，由于在基层实施国家

政策的经济、政治和法律环境不同，公共政策的不同领域在进行政策有效性审计

评估实践时也有其不同特点，因此我们必须充分考虑政策颁布的背景和意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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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外部环境和相关群体的利益和需求，以促进设定科学客观的衡量标准，以便对

政策措施的实施效果和社会价值进行审计评价。

审计人员需要具备较高的素质，使用灵活的方法来评估政策执行的效果和价

值。为了确保评估信息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准确性，可以采用多种形式取得审计

证据，包括但不限于检查、询问、数据采集、问卷调查、实地考察和专家论证等。

审计人员必须以公平和效率为基础，结合定性与定量的方法，对政策措施执行的

效果和价值进行全面的研究。为此，必须制定一套完善的评价指标体系，以便更

好地实施审计评价活动。在评价分析的方式选择上，必须充分考虑可操作性，根

据具体情况，采用比较分析法、因素分析法、成本——效益分析法、多元标准分

析法等多种方法，对公共政策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进行全面评估，以改进政

策措施，发挥国家审计的重要作用。

（3）审计成果运用

从价值角度对国家政策执行情况进行审计，我们可以充分评估其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并从经济社会影响和价值角度充分考量，以提高政策落实

跟踪审计的绩效。我国当前的政策评估主要侧重于对人和部门的绩效评估，而国

家政策本身的有效性评估则被忽视，这一评价机制仍需改进和完善。我们需要对

绩效审计的效用进行全面准确真实的评估，根据评估结果编制审计报告或征求意

见稿等，并将其提交给政策制定或执行部门，用以要求和改进部门和单位的管理

工作，使政策措施实施的广度和深度得到有效提升。

从政府审计职能的角度来看，它是国家治理的组成部分之一，国家治理的目

标确定了审计工作的方向，因此，对国家政策实施的效果和价值进行绩效评估是

政策落实跟踪审计发展的必经之路。审计机关应当积极发挥其监督、鉴证、评价

职能，从价值角度审查被审计单位的相关信息、行为和制度，收集审计证据，编

制审计专项报告、审计要闻、审计人员工作报告、审计结果报告等，并将审计结

果及时提交给地方政府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将政策执行效果和社会满意度等相

关信息反馈给政策决策和执行部门，以便为公共政策的决策和执行提供可靠的外

部信息，加强公共政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促进实现公共行政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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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甘肃省减税降费政策落实跟踪审计案例分析

5.1 指标选取

基于近几年甘肃省减税降费政策落实跟踪审计的执行情况以及审计结果存

在的问题，本文结合相关审计准则的内容和以前学者的成果，按照审计三维框架

中“形式”，“事实”，“价值”维度进行指标的选取。选取的指标与甘肃省减

税降费政策落实跟踪审计的具体情况特征紧密结合并且与前文识别的问题相匹

配，能够灵敏的反映影响审计结果的风险变化趋势。最终按照审计工作推进方面

和审计督促整改落实方面 3个层面选取了共 11个指标，详见表 5.1。

表 5.1 风险指标选取

风险类型 风险因素 序号

审计“形式”维度 相关政策不健全 H1

政策下达不及时 H2

未建立项目管理制度 H3

政策内容未履行法定程序 H4

审计“事实”维度 政策项目审批不合理 H5

专项资金使用不合规 H6

政策性资源配置不到位 H7

审计记录不真实不完整 H8

审计“价值”维度 审计目标与预期效果不符 H9

审计结果公开披露不足 H10

政策落实与经济生态民生价值不一致 H11

审计的确定需要考虑多种因素，主要包括检查风险、重大错报风险。其中，

检查风险主要是指审计程序的执行是否有效以及审计程序是否合理；重大错报风

险则主要指企业财务报表中出现重大错报的可能性，由于这一风险具有注册会计

师无法控制的特殊性，因此风险评估工作必须重点关注重大错报风险的判断。在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甘肃省减税降费政策落实跟踪审计研究

34

对审计风险进行评估时人们往往会采用 AHP层次分析法、模糊综合评价法等方

法来进行判断，但本文选取熵权法作为风险评估的方法来对各项风险指标进行评

估和排序，有利于得出主要风险因素，使得结果更加准确。

5.2 审计风险评估

5.2.1 建立评价矩阵

本文设置了两类风险评价指标，并将每一类都具体细化为 11个风险影响因

素，每一因素都设置三种不同的影响程度，由高到低排列。依据问卷调查的结果，

对 11个因素的反馈情况进行统计整理，得到表 5.2。

表 5.2 风险因素及其影响程度

风险因素 H1 H2 H3 H4 H5 H6 H7 H8 H9 H10 H11 总计

高 10 8 11 12 11 11 11 13 12 13 10 122

中 6 8 5 6 5 6 7 5 6 4 5 63

低 4 4 4 2 4 3 2 2 2 3 5 35

总计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20

将风险影响因素与影响程度进行组合，每一因素与每一影响程度两两对应得

到每一风险因素对应的风险等级值，计算后得到表 5.3。

表 5.3 风险因素发生概率

风险因素 H1 H2 H3 H4 H5 H6 H7 H8 H9 H10 H11

高 0.5 0.4 0.55 0.6 0.55 0.55 0.55 0.65 0.6 0.65 0.5

中 0.3 0.4 0.25 0.3 0.25 0.3 0.35 0.25 0.3 0.2 0.25

低 0.2 0.2 0.2 0.1 0.2 0.15 0.1 0.1 0.1 0.15 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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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归一化处理

鉴于每个指标的性质不同，无法直接将其在同一标准上进行比较，因此在进

行评估前要运用公式 5.1将指标进行归一化处理：

 
   xx

xxX
ijij

ijij
ij min-max

-max
 式 5.1

得到标准化矩阵，如表 5.4所示：

表 5.4 风险因素标准化矩阵

风险

因素
H1 H2 H3 H4 H5 H6 H7 H8 H9 H10 H11

高 0 0 0 0 0 0 0 0 0 0 0

中 0.6667 0 0.8571 0.6000 1.0000 0.6250 0.4444 0.7273 0.6000 0.9000 1.0000

低 1 1 1 1 1 1 1 1 1 1 1

5.2.3 计算熵值

计算公式如式 5.2所示。

    



n

1i
ijijj ppln

nln
1E

式 5.2

其中pij
为风险因素比重，计算公式如式 5.3所示。

 

 n

1j ij

ij

ij x
xp

式 5.3

将pij
的对数与其自身对应相乘，便得到风险因素权重，计算结果如表 5.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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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 风险因素权重

  pp ijij
ln  H1 H2 H3 H4 H5 H6 H7 H8 H9 H10 H11

高 -0.237 -0.257 -0.219 -0.197 -0.219 -0.219 -0.219 -0.170 -0.197 -0.170 -0.197

中 -0.191 -0.217 -0.227 -0.251 -0.217 -0.211 -0.228 -0.207 -0.211 -0.211 -0.197

低 -0.212 -0.212 -0.212 -0.120 -0.212 -0.175 -0.120 -0.120 -0.120 -0.285 -0.197

计算出风险因素的权重之后结合式 5.2计算熵值，其中 n=11，ln（11）=2.3979，

计算得出E j1 =0.9583,E j2 =0.9872,E j3 =0.8276。

5.2.4 计算熵权

根据式 5.4计算出风险等级评价指标的熵权。

  



 m

i ij

ij
ij E

EK
1
1

1 式 5.4

计算结果如下：
K j1 0.1838，

K j2 0.0564，
K j3 0.7598。

5.2.5 综合评价结果

将审计风险因素综合评价结果记作D j，利用式 5.5进行计算。

PKD ij

n

1j ijj * 


式 5.5

得出最终结果为：

D j=（0.2608，0.2096，0.2480，0.2672，0.2447，0.1968，0.2320，0.2960，

0.2032,0.2672,0.2032）

将对跟踪审计效果产生直接影响的 11个审计风险影响因素评价结果按照数

值由高到低进行排序，得到表 5.6。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甘肃省减税降费政策落实跟踪审计研究

37

表 5.6 风险因素综合评价结果

排序 风险因素 综合评价结果

1 H8审计记录不真实不完整 0.2960

2 H4政策内容未履行法定程序 0.2672

3 H10审计结果公开披露不足 0.2672

4 H1相关政策不健全 0.2608

5 H3未建立项目管理制度 0.2480

6 H5政策项目审批不合理 0.2447

7 H7政策性资源配置不到位 0.2320

8 H2政策下达不及时 0.2096

9 H9审计目标与预期效果不符 0.2032

10 H11政策落实与经济生态民生价值不一致 0.2032

11 H6专项资金使用不合理 0.1968

5.3 风险指标分析

通过对 11个风险因素的评估结果进行分析和排序能够发现，审计记录不真

实不完整、政策内容未履行法定程序、审计结果公开披露不足以及相关政策不健

全是对甘肃省减税降费政策落实跟踪审计结果影响较大的因素。除此之外，还存

在相关政策不健全，政策性资源配置不到位，审计目标与预期结果不符等因素。

审计记录作为审计证据的重要载体，如果审计记录不真实不完整，或将造成

难以举证的后果，也可能导致审计人员出具错误的审计意见，给相关单位和个人

造成错觉，认为审计过程中不存在实质性问题从而影响对被审单位和有关人员的

评价，给今后的审计工作带来巨大困难。审计结果公开披露不足会阻碍政府管理

和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进程，使管理工作失去正确的导向，长此以往，会损害

政府形象，使社会公众对政府管理和决策产生不信任感，进而影响政府管理和决

策的民主化、科学化进程。另外，审计过程中围绕形式、事实、价值三个方面存

在的问题还有：在预算编制方面，有个别地方预算编制不科学、不完整，对减税

降费政策的落实情况考虑不足，对预算收入组织管理工作不到位。在税收征管方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甘肃省减税降费政策落实跟踪审计研究

38

面，某些地方存在对纳税人应缴税款未及时足额征收，税务机关未按规定及时办

理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登记，小规模纳税人税收征管存在薄弱环节等问题。在预算

资金拨付方面，某些地方在减税降费资金的支出进度上有所放缓，对于超过预算

进度支出部分未及时进行调整。在预算管理方面，个别地方未严格按照预算编制

有关要求对预算编制进行严格把关。在财政管理方面，有个别地方财政部门对减

税降费政策落实情况重视不够，相关工作人员不能准确理解减税降费政策内容、

不能认真贯彻落实相关规定。在税收征管方面，有个别地方存在税务机关未严格

依法依规征收税款、征管流程不规范等问题。在预算资金拨付方面，有个别地方

存在国库集中支付制度落实不到位、资金拨付进度慢等问题。

甘肃省减税降费政策落实跟踪审计目前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但总体来说还

处于较为落后的程度，因此为切实提高甘肃省减税降费政策落实跟踪审计的成

效，保障减税降费政策的高效实施，审计部门在注重解决全局层面存在的审计问

题的同时，应着重注意以上提出的几项指标。

企业在减税降费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必须充分考虑企业

的实际状况，仅仅与税务部门协调恐怕无法解决问题，甚至会发生审计证据缺失

的情况，因此企业需要积极地协助我们，以保证减税降费的成功实施。《审计法》

规定，被单位应当遵守协助人员的规定，但是，对于那些被要求进行更多调查取

证的单位或个人，《审计法》并未做出规定。实际工作中，企业可能会因为对税

务机关的天然恐惧或其他原因而不愿意配合审计部门的工作，进而导致提供的证

据不足或数据不准确。这些都会给审计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影响审计工作的进

展。

另外，目前的减税降费工作还存在着部分法律法规缺失的情况，这会使得检

查出的问题定性不明确，对审计目标的实现产生影响。例如，减税降费政策跟踪

审计会对涉及违规收费的情况进行着重监察，但现行的规定中对某些细化的问题

很难进行定性，这就产生了审计结果不够真实完整的隐患。而且审计过程中会不

断出现新的问题，进一步增加了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因此，为了更好的促进审计

事业的发展，需要不断完善相关的审计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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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甘肃省减税降费政策落实跟踪审计优化建议

6.1 甘肃省减税降费政策落实过程管理建议

减税降费政策的落实工作是进行跟踪审计的前提，政策实施的良好效果离不

开严谨有效的管理工作，因此，为全力确保政策尽快落地生效，税务部门应从以

下四个方面采取有效措施：

6.1.1 多渠道宣传解读，提升宣传覆盖面

如何保证纳税人应知尽知出台的减税降费政策？对于税务部门来说需要巧

借村委、重点税源企业以及行业协会等得力“帮手”，搭建多条宣传辐射链，全

方位向减税降费政策的实施对象送上相关政策知识普及“大礼包”，例如村委助

阵，密织政策宣传网络、税企携手，拓宽政策传递辐射面、行业协会加入，壮大

政策宣传队伍等，打通减税降费政策落实工作的最后一公里，让企业切实享到税

收红利。

借助村委，充分考虑并发挥当地的城镇特色，先对相关宣讲人员进行政策普

及辅导，有利于减税降费政策的进一步深入宣传。为了确保企业能够准确、及时

地学习和掌握政策，宣传工作人员应该与税务工作人员开展反复交流，以确保能

够对社区内的商家提供有效的指导。在税务人员的指导下，宣传人员应该全面理

解政策，分批次走访宣传，将减税降费的信息传达给社区内的各类纳税人。另外，

税务部门还可以与相关企业合作，共同促进减税降费政策的宣传落实。例如与印

刷企业合作，将减税降费政策及解读内容印刷刊登出来，不仅分发给企业与员工，

还可以在公司拜访客户和产品供应商、派送产品时附赠。这样不仅可以达到宣传

落实减税降费政策的目的，还能起到帮助企业拓展业务的作用。除此之外，税务

部门还可以联同社会行业组织组建减税降费宣讲小组，开展减税降费政策宣讲

会，丰富税企互动形式，为企业提供更加个性化的政策介绍和涉税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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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优化服务，提高纳税人满意度

创新方式优化纳税服务，一是保持“规定动作”不走样。不折不扣落实首问

责任、限时办结、导税服务等各项制度，提升政策宣传辅导的精准性和服务质量

的高效性。二是突出“自选动作”有创新。在全省各地区办税服务大厅设立小微

企业专项服务岗，为纳税人提供专项咨询服务，进行专业政策解读，帮助纳税人

解决涉税“疑难杂症”，为其提供更贴心的服务，更切实的解决减税降费政策实

施对象的问题，使其获得更便捷的服务体验。

6.1.3 提升工作规范性，提升政策执行力

充分发挥纪检监察监督执纪作用，成立监察小组对各地区进行政策落实检

查，尤其是检查各地减税降费组织机构是否建立、人员是否到位、是否集中办公、

政策宣传培训是否扎实开展等情况。重点对“落实领导责任”“落实工作责任”

“工作纪律作风”等三方面内容进行检查，对组织领导不力、政策落实不力、管

理服务不到位等造成不良影响的将依规依纪严肃处理，为各项减税降费政策在甘

肃省落地生根提供坚强纪律保证。

6.1.4 多手段防范风险

一是防范企业“应享未享”的风险。通过强化政策培训，提升纳税人“应知

尽知”、“应会尽会”能力。加强动态监控，及时发布疑点数据，确保企业普惠

性优惠政策“应享尽享”。二是防范“应退未退”风险。建好“应退未退”台账，

及时开展调查核实工作，并按日进行跟踪监控，确保应享受减税降费纳税人、缴

费人实实在在享受国家政策红利。2022年上半年，甘肃省新增减税降费及退税

缓税缓费 299.4亿元，超过去年全年退税规模的 6倍。三是防范大征期风险。在

办税厅开辟“绿色通道”，启动“容缺办”服务，有效缓解大厅压力。积极引导

纳税人通过电子税务局、24小时自助办税厅等多方式办理业务，确保了大征期

工作平稳有序进行。四是防范增值税降税率政策落实不到位的风险。首先是加强

同税控单位的联系配合，确保系统升级保障纳税人“能开票”。其次是制定减税

降费宣传培训辅导工作实施方案，分层级、分阶段、分对象组织实施培训辅导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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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确保纳税人“会开票”。再次是开展问计问需走访活动，深入企业，开展针

对性的宣传辅导，纳税人“报好税”。

6.2 甘肃省减税降费政策落实跟踪审计建议

6.2.1 统筹审计资源，加强审计部门与其他部门的联系

审计部门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来解决繁多的跟踪审计工作与有限的审计资源

之间的冲突，以进一步提高减税降费跟踪审计的实施效果。为此，有关审计部门

应当不断改善审计资源配置，创新审计组织模式，以期更好地发挥审计职能。实

施减税降费优惠政策跟踪审计是一项复杂的工作，涉及到多个领域，包括经济责

任审计、乡村振兴审计、环境审计等。因此，为了更好地实施减税降费，审计部

门应加强沟通与合作，建立完善的配套体系，做到审计资源和信息的共享，以进

一步提高审计效率和服务质量。同时应当建立健全横纵向的多部门审计联动机

制，做好与财政、发改、水利等主管部门的信息沟通协调工作，及时发现和解决

审计发现的疑点和难题，共同探索有效的解决方案，形成监督合力，以进一步提

高政策措施的实施效果。

6.2.2 完善审计法律法规

法律法规的完善是开展减税降费跟踪审计的基础和有力保障。我国政府部门

应当加强对政策落实跟踪审计的监督，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各方权利义务，

并采取有力措施，以进一步提高审计的规范化和效率。政策落实跟踪审计通常存

在以下问题：缺乏事前预防和控制机制，事中披露功能呈现不足、纠正机制执行

力度不足，事后评估和问责机制不完善、绩效评估机制存在诸多不尽人意。因此，

部门应制订具体的操作性指引，将审计关口提前，发挥审计的预防性作用；加强

事中监管，强化审计的揭示性作用；健全审计公示机制，建立完善的审计事后评

估与问责机制以及多方参与的业绩考核管理机制，以促进审计工作的有效进行。

由于建设的不断深入，各政府部门也已基本实现了数字化，因此，部门还应该完

善对信息系统审计操作标准的建立，以更好地为减税降费提跟踪审计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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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培养复合型审计人才

与传统的单一政策不同，减税降费政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政策体系，它涉

及到经济、产业、生态、水利等多个领域，要求审计人员具备更高的专业素养和

知识，以便更好地实施该政策。为了强化减税降费政策的执行效果，我们需要优

化审计队伍的结构。

为了更好地实施减税降费战略，我们应该加强对审计人员的培训，提高他们

对政策目标和文件的理解和认识，以提升他们的专业素养，丰富他们的知识框架，

帮助他们更好地评估国家政策规划的合理化性和可行性。

为了提升审计团队的专业知识水平，审计部门在招聘人员时应放宽对专业的

限制，以审计项目需要为核心，针对各种类型的专业需要，制订合理的人才计划，

主动吸收非财务学科的人才，如计算机技术、工程和环境等方面的专业人才，以

此来优化和升级既有的审计人员团队构成，更有效地化解减税降费跟踪审计工作

中遇到的财务领域之外的专业性问题，从而提升审计人员的效能和素质，进一步

提高审计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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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研究结论与不足

7.1 研究结论

做为国家管理社会事务的有力工具之一，跟踪审计可以有效地监督、评估、

鉴定、问责等，这为国家政策的实施和促进经济高质量快速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

支持，是充分发挥公共政策有效性作用的主要途径和方法。近年来，国家审计机

关在保护环境、维护生态平衡、促进企业发展、改善营商环境、应对关键风险、

推进精准扶贫以及实现人民美好生活预期等方面充分发挥了积极作用，成为国家

审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减税降费政策不仅是当前社会热议的话题之一，更是

应对经济下行的关键举措，它不仅可以促进产业转型，更能够为实现国民经济高

质量快速发展提供有力支撑，研究减税降费政策落实跟踪审计的重要性不言而

喻。但是这项工作开展的时间不长，仍有许多不足之处需要改进。因此对其进行

研究具有重大意义。

本文首先对国内外减税降费开展的跟踪审计工作进行梳理，以此为标准对甘

肃省该政策的实际施行情况进行分析，披露其中的问题。其次，在此基础上，结

合甘肃省的现实情况和审计现状，建立了综合考虑形式、事实、价值三方面的评

价指标体系。随后，将该体系应用于甘肃省该跟踪审计效果的评价中，在收集相

关专家意见的基础上，运用熵权法计算得分并排序，明晰重点指标，用以更精准

地解决当前甘肃省跟踪审计所需解决的问题。最后，在审计结果的基础上，提出

了具有针对性的审计建议，以更好地推动甘肃省减税降费政策的实施，促进区域

经济的稳定发展。基于上述研究，本文得出以下结论：

政策落实层面：甘肃省减税降费政策良好的执行情况可以与上级部门进行积

极配合，共同优化税务流程，提供高效税务服务，有效减轻经济压力，为出口、

投资和消费创造新动能，成为经济发展的“源泉”。然而，甘肃省现在仍面临着

事实与设想不符的问题，比如虽实施了税收减免政策，但事实却是增加了企业的

费用支出，出现“货不对板”的情况。这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甘肃省减税降费所

带来的积极影响。

政策审计层面：一是审计结果公开力度较轻，公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难以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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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二是审计工作的主要目的仍然是审查政策执行的合法性，评估指标主要为定

性指标，评估的主观性较大。本文提出的评价指标体系是全面且突出的，定量和

定性方法的结合使评估更加客观和准确，并为甘肃省的减税降费跟踪审计提供了

有力支持。

7.2 研究局限性及研究展望

本文的研究存在一些不足：第一，数据来源有限，导致数据滞后；第二，作

者水平有限，导致数据分析只能简单的运用熵权法的相关知识进行指标排序；第

三，由于笔者缺乏实践经验，无法充分把握审计实务的关键点和痛点，设计的指

标体系精确度和完整度有待完善。减税降费是一项切实保障企业发展，促进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对其实行跟踪审计是时代的选择。因此，接下来对减税降费

跟踪审计的研究应着眼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收集更为详实准确的资料；二是积

极地探讨更适用于减税降费政策落实跟踪审计的方法；三是研究更更加科学高效

的评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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