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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固定资产配置计划执行审计是资产配置计划有效落地实施的重要制度保障，也是国有资产在国家级综合

性艺术研究事业中发挥重要效能的有效举措。如何保证固定资产配置计划的完整准确的执行，便成为资

产管理部门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同时单位的固定资产配置计划编制、执行、采购、验收和结算过程也

是单位预算执行的重要组成部分，内部审计作为一种有效的监督与评价手段，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关键

而重要的作用。本文着重阐述艺术研究型单位固定资产配置计划执行的审计方法，旨在通过分析和探讨

其审计目标的确定、审计内容的完善、审计方法的适用性。为构建科学、高效、实用的审计方法体系阐

明观点并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导，助力艺术研究型单位实现其固定资产的优化配置与高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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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xecution audit of the fixed asset allocation plan is an important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for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the asset allocation plan, and it is also an effective measure for state-
owned assets to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national comprehensive art research undertakings. 
How to ensure the complete and accurate execution of the fixed asset allocation plan has become a 
key issue that urgently needs to be addressed by the asset management department. The prepara-
tion, execution, procurement, acceptance, and settlement process of fixed asset allocation plans in 
the unit is also an important part of budget execution. Internal audit, as an effective means of su-
pervision and evaluation, plays a key and important role in this process.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audit methods for the execution of fixed asset allocation plans in art research units, aiming to ana-
lyze and discuss the determination of audit objectives, improvement of audit content, and applica-
bility of audit methods. To clarify viewpoints and provide necessary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
tical guidance for constructing a scientific, efficient, and practical audit method system, assisting art 
research units in optimizing the allocation and efficient utilization of their fixed ass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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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锚定审计目标，明确审计原则 

艺术研究型单位通常拥有大量的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包括艺术品、图书资料、历史文献、艺术类

收藏品、艺术研究设备、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系统网络平台、研究类数据资产、科研资金、对外投资

等，且资产配置计划编制周期长、变更频繁、执行难度大等特点。这些资产不仅是研究型单位正常运行

的物质基础，更是艺术创作和艺术研究的重要资源。通过对单位上述资产及资产配置计划执行情况进行

审计，可以及时发现并纠正单位经济运行中的财务管理漏洞和问题，确保资产的安全和完整。同时，还

可以帮助单位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为艺术研究事业提供坚实的物质保障。 
(一) 围绕资产配置计划执行过程锚定审计目标 
1. 资产配置计划的概念。资产配置计划，是指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各单位(以下简称各部门)根据

职能履行和事业发展需要，对保障公务活动所需的资产配置事项作出的年度安排，包括通用资产配置计

划和专用资产配置计划[1]。单位固定资产配置计划执行审计是组织内部管理和年度审计计划的重要组成

部分，审计目标分为总目标和具体目标两种。 
2. 锚定审计目标。审计目标是审计行为的出发点，是审计活动要达到的境地。从目标本身的汉语词

义讲，它是目的的具体化。审计目标通常可以划分为总体审计目标和具体审计目标。总体审计目标是指

审计机构实施审计要实现的最终目的，具体审计目标是总体审计目标的细化，是针对审计事项具体内容

所确定的审计目的[2]。审计组结合艺术研究单位的特点，在资产配置计划执行审计中首先明确审计总目

标为：确保固定资产的管理、使用及处置活动严格遵循现行的规章制度和财经纪律，同时有效评估这些

活动对组织运营效率、财务稳健性和资源优化配置的积极贡献。具体审计目标为如下内容。 
固定资产配置计划执行审计涵盖了固定资产从计划编制、采购实施、到货验收、出库使用、维修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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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废处置等全生命周期的所有环节都要明确具体的审计目标。每个分项审计目标要求对每一个环节进行

细致入微的监督与评价，确保它们都符合既定的内部控制流程和标准，同时保证资产信息在数量、质量

和形态上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二) 明确审计原则 
由于我院内设机构和部门较多，资产配置计划编制工作量大，资产配置计划申报内容复杂，各部门

执行进度不一，个别部门还存在当年申报的配置计划出现“零执行”的情况。针对这些情况，内部审计

组在制定审计方案时明确的审计原则是：独立性原则、全面性原则、风险导向原则、保密性原则、实事

求是原则、客观公正原则、持续改进等七项原则。 
审计不仅是对过去行为的回顾和反思，更是对未来管理的改进和优化。因此，我们在实施审计过程

中积极鼓励被审计单位和部门根据审计结果和建议进行积极调整和改善，不断提升国有资产管理水平和

资产配置计划执行工作效率，从而实现审计目标。 

2. 审计内容与方法 

1. 审计内容确定 
我院现有职能部门**个，直属单位*家、艺术类期刊(杂志)出版机构**个、研究生教育机构*个，艺术

类科学研究所(院)**个。每年 8 月份院财务部门和资产管理部门在布置部门预算编制前，都要进行下一个

年度的资产配置计划编报安排，年底以前进行全年资产配置计划执行结果的总结和审查，作为单位内审

部门对全院固定资产配置计划执行过程进行审计，就成为我们的一项重要审计任务。在锁定审计内容时

就需要全面考虑固定资产管理的各个环节，不能仅局限于计划编制和执行环节。对于审计内容的确定，

我们依据有关规定，在全面盘点资产的基础上，根据部门职能和事业发展需要，按照中央单位资产配置

标准、资产存量、增减变动和内部机构变更、人员流动、内部控制有效性等因素确定具体审计内容。确

定的审计内容包括：计划配置资产品种和数量、库存结存数量、采购流程是否规范、供应商信誉保证、

采购价格、采购合同签订合规性、物品出入库流程等。 
2. 恰当运用审计方法 
审计方法是指审计人员在审计过程中，收集审计证据采用的技术和手段的总称。审计方法的选用是

否适当，对于审计结论的正确与否有着密切的联系。选用恰当的审计方法可以尽快地发现问题，弄清事

实真相，完成审计任务，同时还可以缩短审计时间，节省人力物力，提高工作效率。审计方法贯穿于整

个审计工作过程，从制定审计计划开始，直至出具审计意见书、依法做出审计决定和最终建立审计档案，

都有运用审计方法的问题[3]。 
审计组在实施该项目审计过程中，将审计方法体系贯穿于整个审计工作过程，而不只局限于某一审

计阶段或某几个审计环节。我们对单位资产配置计划执行情况进行审计时结合项目实际，根据不同情况

恰当的选择了下列审计方法： 
(1) 计算机环境下财务系统与资产管理系统(简称“财资双系统”)交互比对审查法。此方法主要是当

资产管理系统的资产配置计划数发生增加或减少时，与财务预算系统的配置预算相互比对，审查同一项

目数据存在于两套系统一致性。在进行审计比对过程中，审计组查出单位的多个部门、多频次在使用资

产配置预算购买设备时仅在财务预算系统进行了登记，而未在资产管理系统进行登记，发现资产账实不

符数量**台(件)，账实不符金额**万元。实践证明这种“财资双系统比对法”是行之有效的审计方法。 
(2) 逆向溯源审查法。该方法是审计组成员按照不同的分工，将审计截止日的某部门某一项或 N 项

配置计划完成数、预算支出数、库房验收数、批准采购数、计划配置数、预算核准数、部门申请数的相反

路径逆向追溯，这样也就可以审查到某项资产的计划申报年初数、年初预算核准数、期间采购完成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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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计划及预算结余数，通过逆向追溯的方法将某部门的配置计划执行情况能够逐一审查清楚。采用这

种方法需要审计组与相关部门进行审计沟通，如库房保管、物资采购、财务会计、计算机信息及相关资

产使用等部门给予积极配合，另外还要进行实物存在性验证，该验证需要到库房清点、需要到使用部门

验证该资产设备有无闲置浪费现象；另外还要对财务数据及资产台账数据及“一物一码”进行穿行测试

及分析性复核，以便实现拟定的具体审计目标。实践证明，该方法因为逻辑性强、数据关联度高、获取

证据可靠，对于资产配置计划执行审计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 
通过此方法的综合运用，审计组发现多个部门虽然按计划实施了采购，但设备使用率偏低，有的部

门按配置计划采购的设备一直未投入使用。经审计进一步调查了解，某些部门出现采购后设备使用率偏

低甚至未投入使用的现象，主要原因是在申报配置计划时审核不严、未考虑历史结存及部分设备采购后

不符合安装配置条件而无法安装，导致未投入使用，形成了积压和资金浪费。针对审计发现的此类问题，

审计组提出各部门需严格把好配置计划编制审核关，落实审核责任制，结合库存和实际需求提出配置数

量、配置标准、型号规格等技术性指标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建议，这些建议均得到了有关部门的积极

采纳。 
(3) 采购合同履约率审查法。该方法审计目标是检查各部门是否全面、真实地履行合同；检查合同履

行中的差异即产生差异的原因；检查有无违约行为及其处理结果是否符合有关规定[4]。合同履约率分为

合同标的总额履约率和合同总件数履约率两个指标。资产配置计划执行过程实际也是资产设备采购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对于一些“三大”(大件、大型、大额)类设备资产采购一般需签订采购合同，必要时实施政

府集中采购。基于此，对资产配置计划执行审计也就离不开对采购合同的审计。因为各部门、各单位采

购量大、合同份数多，如果全面审查则费时费力，无论是时间成本还是人力成本都比较高，在这种情况

下审计组在实施审计时通过计算机采购系统根据采购数量、采购额度和采购频次确定重要性水平，然后

进行审计抽样，分别选取单价 10 万元以下，采购总额 50 万元二组；单价 20 万元、采购总额 100 万元三

组；单价 50 万元、采购总额 300 万元以上的三组，三个组别共计八组作为审计抽样样本进行抽样审查。

通过对样本组和对照组进行比较分析，本院*个直属单位和**个部门的配置计划采购合同总额履约率为

**.*%，采购合同数量(合同份数)履约率为**%。经审计组进一步分析调查，合同总额未履约的原因系设

备价格变化因素所致，而合同总量未履约的原因系新冠疫情期间部份供应商暂停营业导致无法正常履约，

从而使得部份资产配置计划当年未能完全执行。 
(4) 增量结存审查法。资产配置计划执行过程中势必会经过采购、入库、发出、增量结存并影响历史

结存的过程。审计追溯中发现，有个别部门上年申报的配置计划已实施采购，且已经按程序完成验收入

库，但通过对增量资产进行清查盘点审计时发现有重复申报、重复采购，所购资产设备库存积压未使用，

出现闲置浪费等现象。 
审计组在对增量资产结存情况进行审查时，针对资产配置增量结存变化趋势深入 30 余个资产配置计

划申报部门、部分单位财务部门、库房保管部门等进行实地访谈和观察，调阅了采购合同、产品入库验

收单和出库单，资产管理系统总账、明细账及台帐、国有资产年度决算报表等大量相关文件，为获取审

计证据、实现审计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 

3. 审计证据评估及恰当运用 

审计证据是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审计证据在数量上应满足充分性要求；在质量上应满足相关性和

可靠性要求。在审计过程中要运用各种方法获取证据，并对获取的审计证据进行综合的整理、分析和评

价，以确保审计证据能满足审计目标的要求，形成客观正确的审计结论[5]。 
审计组在对配置计划执行审计中所获得的审计证据，对其可靠性、合法性和充分性进行综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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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准确判断及客观评价资产配置计划执行的合理性及有效性。在评估审计证据时，审计组进行的综合

分析包括对证据的真实性、相关性、合法性和充分性进行判断，以及对证据之间的交互关联和不一致之

处进行排查。同时，审计组延伸考虑了被审计部门和单位的内部控制制度执行情况以及业务活动的复杂

性和风险状况等因素，从而确保形成的审计结论准确可靠。 
审计证据的恰当运用是将收集到的证据用于支持审计结论的形成和报告的过程。我们在运用审计证

据时，遵循了相关法律法规和内部审计准则，确保审计结论的准确性和合法性。在实施固定资产配置计

划执行审计全过程中恪尽职守，遵循职业道德规范，保持严谨的工作态度和独立的判断能力；确保审计

结论的形成和报告符合法律法规要求[6]。 

4. 审计报告的形成  

审计报告是审计人员根据审计准则的要求，在实施了必要的审计程序后出具的，用于对被审计对象

作出审计结论，发表审计意见的书面文件。审计报告是审计工作的最终成果，具有法定证明效力[7]。为

确保形成具有权威性和指导性的审计结论、出具高质量的审计报告，审计组成员在审计项目实施过程中

做到谨慎识别和揭示被审计单位在资产管理、配置计划、财务报告、资产决算报告、内部控制等方面存

在的问题与风险，在充分获取审计证据、结合审计底稿对问题的性质、影响及潜在后果进行深入剖析，

并据此提出针对性的改进建议。我们的审计结论客观公正地评价被审计单位和部门各项业务活动的合规

性、有效性和真实性，为管理层在资产配置计划决策等重大方面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5. 思考与启示 

对固定资产配置计划执行过程进行审计，是我院内审部门全体审计人员在新时代奋进审计新征程的

道路上开拓审计新思路的实践和探索，更是内部审计机构转变审计职能、拓宽审计领域、充分发挥内部

审计治理作用的“示范工程”。它为我院规范固定资产配置计划的编报、执行及采购、合同履约、资产处

置和节约国家财政资金等固定资产全链条管理提供了有利的审计技术支撑和有效的制度保证[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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