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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胡贵安编著的《国家审计权法律配置的模式选择(2012)》是审计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文库之一，《国家
审计权法律配置的模式选择(2012)》讲述了：宪法和法律授予特定机关以国家审计权已成为当今英美
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的普遍做法。
现代理论一般根据行使国家审计权机关的性质不同，将其法律配置模式分为立法型、行政型、司法型
、独立型四种。
长期以来，学者们对这些模式的孰优孰劣以及我国现行模式变革的方向等问题争论不断。
本文在解读国家审计权的基础上，从结构功能主义视角考察其法律配置模式的基本原理，探究与比较
不同配置模式选择的因素及其各自在实现国家审计权功能上的优劣，从而为我国配置模式的未来变革
提供有益的理论参考。

    本文不同于以往的研究思路是：尝试从国家审计权的法律配置角度对审计体制问题进行剖析。
通过对古代专制体制与近现代民主体制下国家审计权的核心功能及其法律配置模式选择的比较考察，
本文提出以下观点：如果我们将国家审计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那么外部的政治系统对国家审计
权的功能需求是直接决定系统内国家审计权法律配置模式选择的关键因素。

    为达成对上述观点的论证，本文以层层递进的方式将主体部分的结构框架安排如下：
    第一章，国家审计权法律配置模式选择的分析框架。
本章是全文的立论基础，主要回答国家审计权的要素、概念与性质、功能价值及其法律配置模式的界
定、分类等问题。
在解读国家审计权的基础上，本章认为，作为一项独立于传统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之外的新型国
家权力，国家审计权有着自身特殊的功能实现机制——信息披露。
从功能上看，在古代专制国家，其核心功能是稽核官吏，即“治吏”，而在近现代民主国家，经济宪
法理论将其核心功能阐释为“制约以财政权为核心的国家经济权力”，即“制权”。

    第二章，国家审计权法律配置模式选择的理论学说。
本章集中探讨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相关理论对国家审计权法律配置模式选择具有的指导作用。
本章指出，君主主权理论下的国家审计权法律配置的应然模式类似于近现代的行政型，代议民主理论
下则是立法型；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下的应然模式是非行政型，国家干预经济理论与计划经济理论
下则都是行政型；法律至上理论下的应然模式是独立型，而在司法权威理论下则是司法型。

    第三章，国家审计权法律配置模式选择的历史考察。
本章在对古代专制国家与近现代民主国家的模式选择进行分别考察后认为，古代专制国家类似于当今
行政型模式的形成是与当时统治者赋予国家审计权“治吏”的核心功能相一致的。
而在近现代民主国家，为使国家审计权所蕴含的“制权”核心功能得以极致发挥，世界诸国根据各自
国情的需要，最终选择了四种基本模式。

    第四章，国家审计权基本模式选择的结构功能分析。
本章基于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框架，集中对不同和相同(或相似)国家政治体制与宪政结构下基本模式
的选择进行具体分析。
本章认为，就基本模式而言，国家审计权所发挥的主要功能都是制约行政权，体现的都是“以权力制
约权力”的控权原则。
在“议行合一”政治体制下，无论是代议机关还是行政机关体现的都是人民的意志，且由行政机关对
其实施内部监督将具有便捷、高效等优越陛。
可以说，当时立法者对国家审计权发挥“行政权的内部制约”的功能需求，是促使行政型模式选择的
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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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在实行“三权分立”政治体制下，国家审计权一般配置由行政机关以外的部门行使，可以
说“行政权的外部制约”是其基本的功能定位。
在不同国家“行政权的立法控制”、“行政权的司法控制”与“行政权的国家元首控制”的独特功能
需求是促使立法型、司法型与独立型模式选择的关键因素。

    第五章，基本模式下国家审计权运行的有效性比较。
本章从规范论的视角对基本模式下国家审计权运行的有效性进行比较分析后认为，对国家审计独立性
和审计结果透明度的法律保障程度直接决定着国家审计权运行的有效性，而与其他基本模式相比，行
政型模式国家因其法律保障程度较低故其有效性也相对较低。

    第六章，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审计权配置模式的转型。
本章在分析全球化对国家审计权运行环境影响的基础上，对前苏联(采用“激进式”)与瑞典(采用“渐
进式”)法律配置模式转型的主要原因进行分析。
本章认为，两者实现模式由行政型转向立法型的关键因素，都是环境变迁迫使立法者对国家审计权提
出了新的功能需求：“行政权的立法控制”。

  余论，中国行政型配置模式变革的未来展望。
在前文研究的基础上，本章认为，由于基本稳定的“议行合一”体制与实然强势的行政机关等维系现
行模式的重要因素仍然存在，我国行政型模式在现阶段实现转型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鉴于此，当前最为迫切的任务是通过修改审计法等法律法规，提高国家审计独立性与审计结果透明度
的法律保障程度。
至于我国现行模式未来是否变革以及向何种模式变革，从根本上说，最终需取决于客观的发展状况对
国家审计权的功能需求。
此外，本章还对我国现行模式未来变革的方向作了具体的理论预测，并认为“一府三院制”是在我国
现行政治体制与宪政结构下国家审计权配置的最佳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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