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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耕地安全是事关我国粮食安全的头等大事，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对耕地进行保护也就是在保护粮

食供给。在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的引领下，近年来政府的相关政策文件都体现了耕地保护的重要性，

但目前我国耕地面临的形势仍然严峻，亟需要借助有效手段来促使各项保护政策平稳落地，本文从审计

的视角出发，结合已有的审计业务模式，探究审计业务协同视角下如何推进耕地保护工作，从而达到维

护粮食安全与社会稳定的目的。本文主要从开展耕地保护审计的必要性以及耕地保护审计业务协同的实

施路径方面进行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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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ltivated land security is the top priority of China’s food security, cultivated land is the lifeblood 
of food production, and the protection of cultivated land is to protect the food supply.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most strict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system, in recent years, the relevant gov-
ernment policy documents have reflected the importance of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bu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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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 situation of cultivated land in China is still grim. It is urgent to use effective means to 
promote the smooth landing of various protection polic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udit and 
combined with existing audit business models, this paper explores how to promote the protection 
of cultivated l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udit business collaboration, so as to achieve the pur-
pose of maintaining food security and social stability. This paper mainly expounds the necessity of 
carrying out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audit and the implementation path of cultivated land pro-
tection audit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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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耕地作为土地的精髓，涉及到我国 14 亿人口的生计问题，与国家的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密切相关。

1986 年《土地管理法》出台以来，对耕地资源的利用和保护，党中央高度重视。2023 年中央一号文件指

出，确保粮食稳定安全，确保重要农产品安全，历来都是农业强国建设的重头戏。将保护耕地视为确保

粮食生产稳定的基本措施，事关国家战略安全，事关社会大局稳定。 
尽管中国在保护农田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成就，有效地确保了国家粮食和人民农产品供应。然

而，保护耕地的现状仍然十分严峻。尚未逆转耕地总量减少的趋势，耕地质量整体不高甚至局部恶化的

情况仍然存在，对耕地生态的管控仍然缺乏具体手段。根据土地三调的相关数据，中国现有耕地面积

12,786 万公顷。较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的 13538.5 万公顷下降了 752.5 万公顷。目前，对于建设用地的管

理主要集中在限制新增用地、严格控制农用地转为非农用途的许可以及加强规划边界管控等方面，但规

划实施和农用地转用许可经验表明，城市扩张仍在继续，未供和低效建设用地大量出现。造成了严重的

耕地“非农化”现象[1]。同时，因为国内粮价的下跌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上升，农民种粮积极性不足，

导致大量耕地闲置现象[2]。在落实耕地“占补平衡”政策方面，占优补劣现象依然存在[3]。高标准农田

建设仍面临着基层政府意识薄弱、投入不足与利用不当等问题[4]。2015 年农业部统计数据显示，中国耕

地面积不超过全球的 10%，但化肥用量却是全球的 40%，化肥农药每单位使用量平均使用量的 250%。

对耕地质量及农产品安全产生影响。我国高质量耕地、主种粮区域和湖泊河流分布不同，成为改善耕地

的主要生态约束[5]。此外，城市以及工业对耕地的污染仍然严重[6]。针对中国庞大的人口数量和现代化

进程，我们应该思考如何更有效地完善耕地保护体系，提升耕地保护绩效仍是新时代中国的重大公共管

理命题。 
在 2022 年，中央一号文件和党的二十大会议都强调了保护耕地的重要性，并提出了实施“长牙齿”

措施的要求。不同层级的党委政府在实现耕地保有量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目标时，需要逐步细化和分解

任务。确保耕地保护工作顺利进行，各级党委政府是主要责任方。他们对耕地保护的认知、重视程度以

及推动工作直接关系到国家耕地保护工作的成败。只有当各级党委政府将耕地保护放在首要位置，并采

取科学有效的措施，才能保障农田的数量、质量和生态得到全面维护和恢复，要进一步保证全国稳定粮

食生产。在此背景下，不同级别的政府部门应该充分认识到保护农田的重要性，进一步加大耕地保护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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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切实把责任落实到耕地保护上。签署具有约束力的目标责任书，并采取严格的评估和终身问责制度。

农村集体作为重要参与者和管理者，在组织和引导农民合理利用土地资源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责，保护耕

地。农村集体应当加强对农民的耕地管理和利用的指导，推广科学的耕作技术和合理的施肥措施，促进

耕地的合理利用和保护。农户在家庭承包责任制下，作为农田利用的基本构成单元，它同时也是保护耕

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户负责合理施肥、耕作和灌溉以及防治病虫害，这将有利于减轻农业给耕地带来

的不利影响。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农户的责任还包括遵守土地利用规划，禁止私自开垦耕地和破坏生

态环境，积极参与农田水利建设和土地保护工作。在中国特色管理体制下，确保履行耕地保护主体责任

对于执行国家耕地保护战略和制度体系的落实至关重要。 
在中国独一无二的耕地保护制度中，审计被视为一种重要手段，用于强化主体责任监管耕地保护。

并保证切实履行对耕地的保护责任。以推动耕地保护绩效的提升。然而目前对于耕地保护责任审计的系

统研究尚未得到充分关注。面向中国耕地保护现实情景，分析耕地保护主体及责任体系，研究如何发挥

审计在落实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农村集体和农户的耕地保护责任中的作用，对完善耕地保护制度体系，

提高耕地保护效能，巩固国家粮食安全资源基础具有重要意义。 

2. 文献综述 

(一) 关于耕地保护的研究 
1) 耕地保护内涵 
在耕地数量保护方面，耕地数量保护指的是不同尺度下为确保耕地数量可以持续满足区域人口健康

生存的需要，通过国家耕地占补平衡制度、《土地管理法》等措施保障耕地数量规模的一系列活动[7]。
在耕地质量保护方面，耕地质量定义包含耕地土壤质量、环境质量、管理质量和经济质量等多维度[8]，
且有农业生产能力评价、耕地潜力评价、土壤及环境质量评价等多种耕地质量评价方法[9]。耕地质量保

护是借助行政、经济、法律等手段，引导地方政府和耕地使用者可持续利用耕地资源，对耕地自然和人

工特性的保护和建设，保证耕地的总体质量稳定和提升的一系列措施[10]。在耕地生态保护方面，耕地资

源作为农业生态系统的载体，对人类发挥食品供给功能的同时，还具有净化和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缓解

地表环境变化幅度、维持物质循环、固碳释氧、保障水资源和保障劳动就业等方面的作用[10]。耕地生态

保护是维持生态平衡，使耕地的生态环境保持一个良好的状态，增强农田生态系统的抗逆性和缓冲性，

以保证耕地的可持续利用，重点维护和恢复以耕地为主体的农田生态系统的健康，提升系统生态功能和

景观功能，包括防止耕地污染、耕地沙漠化与水土流失等耕地退化现象的发生[11]。 
2) 耕地保护主体及责任 
耕地保护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农民集体和农民个人等相关利益主体对耕地保护重要性的认知度、

意愿和保护行为综合作用的结果。耕地保护是中央委托地方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代理耕地保护管理及监

督等一系列行为的综合[12]。其中，地方各级政府负责组织实施土地整治，通过土地整理、复垦、开发等

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增加耕地数量、提升耕地质量，以县域自行平衡为主、省域内调剂为辅、国家适

度统筹为补充，落实补充耕地任务[13]。农民作为耕地的直接使用者，其耕地保护的认知度、意愿和行为

在耕地保护尤其是质量保护中起关键性作用[14]。但在耕地保护主体具体开展工作的过程中，仍然存在诸

多问题。部分地方政府主观上对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非农化”“非粮化”问题的重视程度仍不够，缺

乏系统耕地保护和占补平衡意识，耕地保护红线主体责任不够强，保障发展中突破“用地常规”，放松

对产业供地和节约集约利用的约束，对违法违规占用耕地监管不到位[15]。由于土地产权不明晰，导致农

民没有掌握主动权，农民在耕地保护中的参与度不足，也是耕地保护目前存在的一大问题[16]。 
(二) 关于耕地保护审计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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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耕地保护责任审计的必要性 
通过开展耕地保护责任审计，是为了更好地贯彻中央有关加强耕地保护的决策部署，借助加强审计

监督来揭示各地区在耕地保护工作中所存在的问题，督促区县政府和主管部门认真履行保护耕地的各项

职责。从而推动决策部署在耕地保护中的落地和落实。通过审计，进一步摸排当地耕地和基本农田底数，

为宏观决策提供参考，同时可以全面揭示耕地保护相关部门在落实政策、建设和管理项目、分配管理使

用资金以及落实整改等方面存在的问题[17]，进一步分析产生问题的原因，就问题纠正、制度完善和管理

加强等方面，提出一些建议，促进国家有关部门、地方政府以及相关单位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家关于土地

管理与调控的相关政策法规，保障土地资产(收益)的安全完整和农民合法权益的维护，挖掘出政府审计在

确保政治经济平稳有序运行的免疫作用[18]。 
2) 耕地保护责任审计对象与内容 
耕地保护审计的对象是审计工作的着力点，耕地保护审计活动的展开以地方党政领导干部任职期间

耕地保护职责为主线，考虑不同行政区域的差异性，通过对地区进行细分，建立一个评价指标体系，以

提高审计结果的合理性和可行性，根据审计结果对履职、监管不力等因素导致耕地“非农化”“非粮化”

甚至引发耕地资源环境恶化的党政领导干部严格进行“定责、问责、追责”，建立耕地保护审计情况通

报机制，公布结果，落实整改，运用结果[19]。从耕地保护的经济性、效率性方面来看，审计的重点在于

评估地方政府在保护耕地目标方面的完成情况。根据批准，由上级政府或社会审计人员负责搜集、分析

和评估审计证据，主要关注地方政府对耕地数量和质量的管控能力、耕地保护资金使用状况、区域公平

性问题、守法行为、管理能力以及节约利用耕地资源和实现粮食自给能力等方面。同时，查找薄弱环节，

提出改进意见，并将审核结果公告或报送有关对有关部门建议落实情况进行审核督办[20]。 
3) 耕地保护责任审计方法与工具 
在审核准备阶段，通过审核资料库。为各层级以及审计主体提供财务、业务和调查等多类型数据，

帮助审计人员制定责任审计具体内容、目的、主体，并通过查询被审计单位环境审计相关数据来源、格

式，明确划分数据采集重点与采集范围，确保全流程采集相关数据[21]。 
在审计实施阶段，充分应用 3S 等地理影像系统和 ArcGIS、FME 等数据分析工具比对耕地地理数据

等，甄别图斑疑点，实地核实。能够有效揭示耕地与林地的重叠情况，以及耕地逐渐转变为非粮食作物

种植或非农业用途的问题，提高审计效率[22]。 
在审计评价阶段，可以 PSR 模型为基础，从压力指标等构建领导干部资源环境离任审计评价体系。

通过 PSR 体系考察 31 个省区市 04 年、08 年和 12 年的资源使用和环境保护状况，建立有效的责任评价

体系考核官员的领导干部资源环境责任。作为自然资源，耕地还可以根据自然资源绩效审计的目标和内

容，从耕地资源政策、资金、开发保护、自然资源使用、收益分配等 5 个方面构建耕地保护责任审计评

价指标体系[23]。 
Kooten 和 Graff 提出，目前关于耕地变化的研究多侧重于耕地减少造成的生态环境影响，侧重于探

讨政府调控和土地使用方式的改变如何对耕地的质量、数量、景观、生态等方面产生影响。Philip 指出，

传统的土地绩效审计更多是停留在法规监察层次上的。然而，与之相伴的理论的深入与发展。需要在公

共投资评估体系中引入具有效力的环境管理制度[24]。Akinola 和 Adeoye 等学者提出，利用专门的仪器

对已有的土地数据进行分析，并建立新的土地数据管理制度，从而提升土地绩效审核能力[25]。 

3. 概念界定 

(一) 三位一体耕地保护 
耕地保护是确保粮食安全的基础。其可持续利用对于地区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保护耕地是国家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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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迫的任务，与经济稳定健康发展、政治繁荣、社会稳定、生态文明以及文化传承密切相关。随着我国

新型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不断深入，大量建设用地占用了耕地，并且高强度的工业污染以及农药和化肥

等投入加剧了对耕地的压力。同时，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战略日益提升其重要性。在新时期下，我们需要

重点推进国土资源综合管理方面的数量、质量和生态三位一体，并实现国土资源、资产和资本三位一体

的协同管理。这样可以有效缓解由于耕地数量不足、质量低下以及生态环境退化所带来的危机，并确保

人民群众安居乐业以及国家安全得到保障。因此，在本文中的三位一体耕地保护是指在耕地面临数量、

质量以及生态方面诸多问题的背景下，我们将在确保耕地保有量的基础上，逐步提高耕地使耕地生态环

境不断得到改善。统筹耕地的质、量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推动耕地资源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可持续发

展。 
(二) 耕地保护审计 
《国务院关于加强耕地保护和完善占补平衡有关问题的意见》明确指出：必须坚持最为严格的耕地

保护制度，以及最为严格的用地节约制度。重点加强对耕地数量、质量和生态环境的“三位一体”保护

工作。三位一体保护不只是简单的加法，而是要用系统的思维，将耕地的数量、质量和生态保护在全局

范围内不断融合。因此，需要充分发挥审计在严控耕地数量、质量和生态方面的作用，加大对耕地保护

审计参与力度。 
审计能够深入耕地保护一线，能够及时有效地对耕地破坏问题做出反映，并且审计工作具有覆盖范

围广的特点，能够最大限度的保障耕地保护监督没有漏网之鱼。审计的目标是为了发现问题，在耕地保

护方面，审计起到督导、督察的功能，对于耕地的宏观调控具有指导性的意义。通过审计反映的问题也

可以为下一步的耕地保护制度的改革提供重要的数据支持，对于加强耕地资源的管理和经济社会的可持

续发展具有积极意义。通过审计耕地保护目标责任，能够实现对于利用耕地实行腐败行为的一手抓查，

从而起到节约国家财政资金、优化耕地利用方式和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作用。本文中，耕地保护审

计是指跳脱出固有的审计框架，对耕地保护的具体内容进行专项的审计调查，采取研究性审计的方式，

对耕地保护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摸底。 

4. 国家审计促进耕地保护框架不断完善 

《“十四五”国家审计工作发展规划》是党和国家在实现全面小康社会、达成第一个百年目标后的

首个五年计划，是迈向 2035 远景目标的第一步。国家审计工作规划在“十三五”审计工作规划的基础上，

直面国际国内环境带来的新挑战为了更好地履行审计工作的新职责和使命，填补审计领域的不足。在十

四五年度的审计工作中，我们需要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为核心，确保党对审计工作的领导得到全面

贯彻，并充分发挥审计监督的作用，以实现在国家全面推进“十四五”工作过程中既解决已有问题又预

防未来问题的目标。在党的“十四五”审计工作发展规划中将审计业务类型就新时期的特点做出了新的

划分，主要包括 8 种审计业务类型：政策执行跟踪审计(A)、财政审计(B)、国有企业审计(C)、财政审计

(D)、农业农村审计(E)、资源环境审计(F)、民生审计(G)、经济责任审计(H)。 
为了体现国家审计对于促进耕地保护框架完善中发挥的作用，本文从耕地保护主体的角度出发，结

合保护能力的构成要素，探究审计业务类型在耕地保护工作中起到的作用如图 1 所示。耕地保护参与保

护耕地的主体。是国家审计的重要审计对象，耕地保护主体工作的效果与耕地保护的最终成效息息相关。

在保护耕地的过程中，需要各方共同合作。政府可以通过跟踪政策执行情况、进行财务审计和经济责任

审计等方式来履行责任。市场企业主体则可以通过金融审计、国有企业审计和资源环境审计等手段进行

监督，而社会公众也可以通过农业农村审计和民生审计来规范主体的行为。展开而言，通过财政审计对

各级政府的预算执行状况以及财政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管，挖出财政资金使用过程中破坏耕地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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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财政资金对于耕地保护的正外部效应。通过国有企业审计强化对国有企业资产、资源和资本的监督

管理，规范其在市场活动中有损耕地的行为。金融审计对金融市场中存在的耕地相关金融进行监督，发

挥检验金融杠杆是否能够促进耕地保护的作用。农业农村审计和资源环境审计可以从农村的视角出发，

监督农村的各项活动对于耕地资源的影响。 
此外，耕地保护能力的评价是进一步完善工作的重要途径，通过审计的参与来保证政策评价的科学

有效，为政策的改进提供真实准确的意见，从而实现政策制定、实施和改进的闭环。具体而言，耕地保

护工作的最终成果是要人民共享的，民生审计可以通过判断耕地保护工作有没有真正的改善人民的生活

来促进耕地保护工作的不断完善。经济责任审计主要在耕地保护审计的视角下，要在承担经济责任的同

时，重点抓好领导干部。经济发展影响耕地保护。揭露出为了追求经济发展而破坏耕地的行为。政策落

实跟踪审计从耕地保护相关政策制定、发布、执行和效果的全程进行监督，以确保政策的执行达到政策

制定的最初预想。 
 

 
Figure 1. Audit promotes the improvement of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framework 
图 1. 审计推动耕地保护框架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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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审计促进耕地保护的实现路径 

(一) 财政审计和金融审计协同 
利用审计工具来对政府拨付的涉及耕地保护的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审计，针对不同来源的资金，需

要加强对资金运用的过程进行监督，保障耕地保护资金拨付到位，防止出现资金冒领、资金分配问题的

出现。对于领导干部在耕地保护中招标项目的参与进行监管，防止政府官员利用职务之便套取耕地保护

资金，对涉及重大耕地保护项目的资金使用的过程进行审计，防止贪污公共资金现象的发生。还需要加

强对于耕地保护政府财政预算的审计，关注预算编制的合规性和完整性，此外对于预算执行过程中的违

规行为进行监测和管束，保障耕地保护财政支出体系的健康有序运行。 
为了审计监督耕地保护领域的金融活动，首要任务是重点关注与耕地保护相关的金融市场风险情况，

并健全防控、预警、处置和金融风险责任追究等制度。规范耕地整治领域的资金借贷行为，以确保耕地

保护金融市场稳定，并协助顺利实施耕地保护政策项目。 
通过财政审计和金融审计的协同作业，从耕地保护资金的起源出发，对于资金运用的整个过程进行

审计监督，为耕地保护具体项目的运行注入健康的血液。 
(二) 资源环境审计和经济责任审计协同 
要全面系统地检查政府部门和相关单位在经济、环境和社会效益方面的行为活动，同时做好不同责

任之间的审计衔接工作[26]。耕地是一种自然资源，因此需要得到切实有效的保护。同时，资源保护被单

列为独立的审计问责领域，以此判断领导干部履行自然资源资产保护职责的高低[27]。 
作为资源环境审计的一个大类，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凭借审计的手段对于干部任期内

的耕地数量、质量和生态的要素进行监测，对耕地保护进行专项审计，确保领导干部在任期内不会为了

短期的政绩目标而对耕地造成持续性的损害。经济责任审计标准化评估制度。从历史的角度出发，着眼

未来，综合耕地效益和经济效益客观公正的对官员的行为进行评价，实事求是、鼓励创新。 
经济责任审计和资源环境审计的业务协同，推翻了经济责任和耕地责任之间的障壁，跳出传统的审

计惯性逻辑，重新划定兼具经济与耕地的审计模式与评价标准，在形式和方法上融合两种审计业务的逻

辑，在保障耕地三位一体保护的目标指引下将耕地保护审计引入更加有效的道路。在对领导干部资源与

经济的监督中，将经济与耕地相联系，在审计报告中揭露因为行政不力导致的经济损失和耕地破坏情况。

以耕地保护为抓手，在审计过程中着重关注耕地开发利用、耕地生态污染防治和修复工作，并且提供公

正客观的审计意见，协助相关部门从审计结果中发现普遍、典型和隐蔽的耕地问题，以更好地加强耕地

保护工作。在处理审计结果时，对于个人涉及到耕地保护问题的情况，应该增加其政治责任，并将问题

案例向各政府部门宣传，以提高地方领导干部对耕地保护职责的理解。 
(三) 民生审计和国有企业审计协同 
民生审计是指审计机构对政府公共投资项目实施审计。对政府投资项目是否符合法规规定进行评估，

是否有损公共利益，耕地是农民生存的切实基础，审计部门有必要在从民生审计的角度出发监督政府部

门在耕地保护方面的公共投资项目执行情况和耕地保护目标的实现情况。作为国家政策重要实施手段的

国有企业。一方面其有责任也有义务承担耕地保护的工作，另一方面，国有企业中不乏众多涉及耕地使

用的企业，是与耕地脱不开干系的重要主体。国有企业审计要注重国企耕地保护的责任落实情况，检查

企业的耕地使用现状，从国有企业项目投资的线索出发，找出潜藏在项目建设中可能存在的耕地侵占问

题，为了最终实现改进国有企业耕地保护制度的目标，我们需要推动国有企业公开其对耕地开发利用的

信息，并引导其他行业企业共同努力保护耕地。此外，通过审计监督国有企业。可以及时发现和诊断市

场上不符合耕地保护要求的行为。同时也能了解企业在市场中对耕地破坏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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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重大项目的落实往往与民生息息相关，在耕地保护专项审计的过程中推进国有企业审计与

民生审计的协同，把三位一体保护耕地作为审计工作目标。推动国有企业信息和政府公共项目信息的共

享，提高耕地保护审计工作的协同性、实效性。利用国有企业的审计做好耕地保护的前期监督预防工作，

利用民生审计来衡量耕地保护的效果，运用国企雄厚的资金基础投入到广阔的耕地保障工作中，辅之以

完整有效的审计协同，共同维护十四亿人民的口粮安全。 
(四) 政策落实跟踪审计和农业农村审计的协同 
政策是实践的指引，耕地保护政策的制定和落实的效果需要审计的参与才能杜绝可能由于政府寻租

行为而导致的偏差的出现[28]。政策落实跟踪审计覆盖政策从制定、执行到结果的全方面，审计监督全链

条，覆盖中央部门、省本级和市县基层。在耕地保护审计中推行政策落实跟踪审计能够有效保证涉及耕

地保护政策的制定科学、执行有力、效果显著，监督审计链条的各个机关单位做好应尽的耕地保护职责

义务。通过政策落实跟踪审计建立审计机关与国家耕地保护政策的对接机制，发挥审计在源头上的专业

优势。强化审计的深度。耕地藏于乡村，农民作为耕地的直接利用者。对耕地质量的保护起到了至关重

要的作用。因此他们对于耕地保护的认知和意识具有极大的重要性，耕地生态补偿机制的实施是由作为

耕地资源消费者的政府和开发商向作为耕地使用者的农村居民的多元补偿，包括政策、现金、农业生产

资料和就业等方面的补偿等，在处理耕地生态补偿的过程中不乏会出现操作不当、违规获利的情况，有

必要通过农业农村审计的渠道监督耕地生态补偿过程的合法性和准确性。农业农村审计的目标是围绕高

水平农田建设展开工作。从审计角度出发，推进耕地数量提质升级，激发农民种粮热情。通过加大对农

村基础设施建设工作的督查力度。改善社会化服务水平，并完善农业补贴、保险等保障制度，同时加强

扶贫资金的审计力度。这样可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力并深化供给侧改革，最终实现让农民认识到保护耕

地的重要意义。并实现正向外部效应。 
政策执行的审计与农业农村密不可分。根据二十大报告的指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在全面

推进。而农村领域仍然是最具挑战性和繁重任务所在。关于耕地安全问题，在报告中提到了党和政府在

耕地保护方面承担同等责任，将永久基本农田打造成高标准的农田。报告中还提到，推进建设种粮农民

收益保障机制、多元化食品供给体系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由此可见，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新阶段，农

村仍然是党和国家政策制定与实施的核心关注点。如何有效掌握国家重大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如何守住

十八亿亩耕地红线以确保完成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长远目标，需要政策落实跟踪审计和农业

农村审计的协同共进，推动政策审计丰富的资政策源优势和农业农村审计农村的数据优势相结合，实现

审计信息共享和审计业务融合，共同保障耕地保护相关政策在农村的平稳着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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