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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应急审计的分析与思考 

——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审计为例 

钟嘉懿 

南京医科大学康达学院  江苏连云港 

【摘要】为了预防和消除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危害，保障民众健康与安全，国家在许多层面比如卫生

保障、经济调控、信息披露和灾后恢复等方面都出台了相关的政策。其中资金和物资的分配与使用等问题

备受关注，因此应急审计在此发挥的作用不容忽视。本文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审计为例，通过与非典时期

审计对比，分析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应急审计的特点和现状，探寻应急审计在实施过程中的问题并提出相

应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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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king the COVID-19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udit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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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prevent and eliminate the harm of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and protect people's 
health and safety, the state has issued relevant policies in many aspects, such as health security, economic 
regulation, information disclosure and post-disaster recovery. Among them, the distribution and use of funds and 
materials have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so the role of emergency auditing cannot be ignored. Taking the 
COVID-19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udit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status quo of 
emergency audit under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by comparing it with the audit in the SARS period audit, explores 
the problem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emergency audit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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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20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为此国家启

动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我国在新冠

疫情防控中采取的措施以及取得的成效全球有目共

睹，财政部、发展改革委根据国务院决策部署在短

时间内协调大量救助资金的发放和审核。但是现阶

段审计工作与传统的常规审计工作相比面临诸多挑

战：时间紧、任务重、资源少等，另外审计人员在

工作中还要注意自身防疫工作，本次审计工作难度

之大空前未有。 
1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特点 
本文以新冠疫情为例分析突发公卫事件有如下

三个特点：第一，爆发具有突然性。人类对疾病的

认知通常需要一个过程，如果该疾病具有传染性那

么也需要时间进行诊断，又因为部分传染性疾病如

新冠疫情存在潜伏期，因此很可能在认知和诊断时

期大规模突发。第二，影响具有广泛性。由于疫情

防控需要的医疗资源有限，在武汉采取封城措施后

潜在的感染病例仍陆续爆发，部分医院出现床位不

足、医疗系统瘫痪等问题。第三，处置具有复杂性。

由此次新冠疫情可以看出，在早期疫情从传播方式、

潜伏性、流行病学特性等均不明确，因此在处置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种不仅对专业医护人员和医疗设备

需求度极高，另外还需要有其他力量和资源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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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隔离医院的快速建造、对密接人员进行流调查

以及物资的采购与配送等[1]。 
2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应急审计相关概述 
常规审计多以事后监督、查错纠弊为主，用常

态化规章制度来评价已经性与发生的经济活动的真

实合规性，着力于查“已病”防“未病”[2] ，因此

必须根据突发公卫事件的特点，找寻和完善应急审

计的体系。 
2.1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审计（以下简称应

急审计）的基本概念 
应急审计旨在帮助突发事件高效平稳地有序处

置，具体来说是在应急响应机制时启动之时，由国

家授权或接受委托的专职机构和人员，依照国家相

应法律法规，根据审计准则与特定程序方式，运用

专门的方法对有关突发事件应对责任的部门和机构

开展各项活动和资金的真实性、有效性、合规性、

合理性、效益性及效果进行监督、鉴证、评价、披

露和问责的综合性督查活动。具体审计对象有政府

部门财政资金、医疗机构经济活动、地方疫情防控

政策落实和第三方机构公益项目等等。 
2.2 应急审计与常规审计的区别——对比非典

专项审计与新冠疫情防控审计 
非典专项审计和新冠疫情防控审计在审计目标、

对象和内容等方面具有一些相似之处，但是新冠疫

情防控审计与非典专项审计相比，环境技术有着翻

天覆地的变化，对比具体实施过程在许多方面都有

所不同（如下表 1）[3]。 

表 1 新冠疫情防控审计与非典专项审计的区别 

 新冠疫情防控审计 非典专项审计 

主体 审计署组织并实施 审计署、发改委、民政部、财政部联合发文，审计署具体组织并实施 

时间 疫情防控期间，2020 年 2 月 疫情控制后，2003 年 7 月至 8 月 

对象 

疫情防控资金、资产等财经行为类活动和使用物资的部门、

单位和企业； 

应急处置机制等制度类治理体系； 

公共舆情信息类数据 

有关政府部门；指定接收社会捐赠款物的机构，以及具体使用财政专项

资金和捐赠款物的有关部门和单位 

内容 

1.财政专项资金分配拨付、使用管理情况； 

2.社会捐赠款物接收、分配、管理和信息公开情况； 

3.重点保障企业贴息货款发放、使用情况 

注：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财政专项资金和社会捐赠款物的安排、接收、分配、拔付、管理和使用

情况 

方法 现场审计与非现场大数据审计 现场审计与送达审计 
 
对比审计的实施方式、审计内容和审计方法来

看，新冠疫情防控审计是在疫情防控期间开展的事

中审计，与事后审计相比时效性更强，充分运用了

审计监督的实效性来帮助疫情防控工作高效开展；

审计的内容是根据实际情况和相关要求不断的进行

动态调整的，在疫情防控的不同阶段关注不同的审

计内容，这与非典专项审计的一次布置一次实施以

及事后评价相比是一大进步；审计采用现场审计与

非现场大数据审计结合的方式，这样的审计方式一

方面能够保证审计的质量和效果，另一方面可以大

幅缩短实地核查时间，不仅减轻了基层防控的工作

量（如重复填报各种报表），也能够保证审计人员

自身防疫工作。 
3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应急审计实施过程面临

的挑战 

3.1 应急审计组织结构与配套的法律法规有待

完善 
常规审计的组织架构在处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时，不能有与突发事件的特点相契合，通常存在审

计效率低、流程复杂和信息更新慢等问题。另外在

现有审计相关的法律法规中，对突发公共事件，特

别是突发公卫事件开展审计监督的条款或指引比较

匮乏。现行的《审计法》和《审计法实施条例》均

没有考虑突发公共事件的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家审计准则》也只有在第四十五条明确：需要对

突发重大公共事件进行事中审计时，参照原审批程

序，进行调整[4]。因此，完善应急审计组织结构与

配套的法律法规迫在眉睫。 
3.2 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完善审计方法也亟待更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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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新冠疫情比较有效的疫情防控手段就是减

少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因此常规审计中线下审计方

法不能适应疫情应急审计的需要。在实际工作中各

级审计机关运用了“非现场审计”，这种审计方法

对数据的实效性和准确度有非常高的要求，因此在

工作中出现了数据采集难、模型设计不对口、信息

滞后等问题。另外，非现场审计对审计人员的业务

素质有了更高的要求，需要熟练使用计算机分析软

件，所以对信息技术较落后的地区也是一项挑战。 
3.3 审计信息披露不够及时 
在新冠疫情防控审计中，社会公众比较关心的

一大问题是抗疫物资及各方捐赠物资的分配使用情

况，其中比较具有权威性的披露是在审计机关的门

户网站。但是从信息公开的情况来看，疫情爆发至

今各审计门户网站披露的信息大都是审计要闻，很

难取得与疫情物资跟踪相关的数据，少数审计机关

甚至没有及时更新疫情期间的审计动态。审计信息

披露的滞后和不完备可能会导致审计人员的工作成

果无法完全传递给委托人或其他审计信息使用者，

会间接加剧社会公众的不满，很可能造成不必要的

矛盾。 
3.4 审计人才不足 
新冠疫情影响范围大、时间久，抗疫工作已形

成常态化趋势，审计内容繁杂，审计时间线长，审

计项目涉及到的行业包括慈善机构、医疗机构、学

校、公共交通和公共设施等，审计人员经常面临一

人负责多个项目的情况，审计人力不足成为审计机

关面临的挑战之一。另外，新冠疫情防控审计除了

要求审计人员具备常规财会审计技能以外，还要求

他们熟悉医疗常识、数据分析、风险管理等方面的

知识。但是在新冠疫情防控审计中实际参审计的人

员多以财会、审计专业背景的人员为主，这些人员

缺乏公共卫生和计算机等方面的专业知识，惯性思

维工作方式很难打破，往往局限在常规的传统审计

工作中，难以发挥审计在突发公卫事件中的监督和

评价职能。 
4 完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审计的对策 
4.1 构建应急审计组织结构，完善相关法律法

规制度 
根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特点以及处置的紧急

性，应急审计应当在常规审计的基础上对部分审计

法规准则进行修订和完善。具体可以在现行《审计

法》关于审计机关职责的条款中增加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应急审计的条款叙述，同时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家审计准则》中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中的审

计人员、审计计划、审计程序、审计报告、审计公

布和审计质量控制和责任等章节进行单独表述，并

且规范应急审计的组织编制、证据记载、信息披露、

质量控制等审计细则。 
4.2 打破传统审计方式惯性思维，优化非现场

审计方法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通常伴随着许多未知因素，

因此审计人员需要掌握非现场审计的方式方法，尽

量减少实地审计的次数和时间。我国有着世界先进

的信息网络技术，可以通过运用现代化信息技术来

打造线上审计平台。不仅能够对应急审计全过程进

行跟踪，还能够保证审计的质量和审计的效果。例

如通过对数据进行横向和纵向的对比，分析数据找

出问题，再集中力量对找到的问题组织核查。还可

以利用现代化技术进行远程取证，比如采用发送视

频、线上会议、语音电话和邮件传真等方式获取证

据。 
4.3 明确审计信息披露制度，及时回应社会公

众 
首先要完善各地信息化建设，优化和提升大数

据审计环境，加强不同信息平台的互联互通，实现

信息共享，提升大数据分析水平。还要明确运用大

数据展开审计工作的相关要求和规范，在实际工作

中进行动态调整，并与其他审计方式相结合，达到

提高审计效果和质量的目的。另外国家审计机关应

当规范审计信息报告的行为，建立统一的信息披露

形式，地方各级审计机关应该利用官方门户网站、

微信公众号和微博平台等，及时向社会公众披露不

同阶段审计工作的信息，这样能够将审计人员的工

作成果正向的传达给社会公众，阻止谣言的传播，

同时还可以提升审计机关在民众心中的公信力。另

外信息披露的内容应包含违规违纪的整改与落实情

况，而不仅仅是报违规违纪的同胞，这样让社会公

众共同监督和促进审计整改的落实。 
4.4 统筹地方审计人才资源，搭建审计人才数

据库 
对于基层审计机关而言，基层复合型审计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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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这个问题是普遍和长期存在的。因此国家审计

机关应当改变现有审计人员专业结构，通过业务培

训、实际锻炼等方式，满足不同的审计业务需求。

审计人才数据库的建立应该以国家审计人员为主，

民间机构人员为辅，同时整合计算机、公共管理、

大数据分析等领域的资源，并对审计人员进行分类

和定期更新，对审计人员开展公卫、信息技术等领

域的专题培训，最终建立起一只高素质的复合型审

计人才队伍。地方各级审计机关可以把不同行业的

专家纳入当地的审计人才数据库中，进行统筹调配，

在处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将医疗、金融、信息技

术等领域的专家加入审计组，以此来弥补人才空缺。 
结束语 
政府审计是国家治理体现代化建设中重要的监

督力量，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政府审计中的监

督职能可以保证国民安全。本文以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审计为例，分析审计中存在的挑战和与非典时期

相比取得的进步，并提出相关对策建议，为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中审计风险防范以及完善职能提供一定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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