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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内部审计的内在性特征和本源性优势，决定其对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给内部审计

提供了新的研究课题和发展机遇。增值型内部审计以提高组织效率和增加组织价值为目标受到广泛关注。

结合实践工作经验，阐述整合审计资源的重要性，分析了整合审计资源的现实可行性。围绕组织管理、

制度规范、业务工作提出了构建增值型内部审计体系的价值；提出增值型内部审计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应当深化内部控制审计、加强风险管理审计、推进公司治理审计。通过打破部门界限、挖掘审计成果、

借助外部力量等方式实现内部审计资源有效整合，促进企业健康、高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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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trinsic characteristics and original advantages of internal audit determine that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help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and also provides new research 
topics and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for internal audit. Value-added internal audit has been 
widely concerned with the goal of improving organizational efficiency and increasing organiza-
tional value. Combined with practical work experience,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importance of in-
tegrating audit resources, and analyzes the realistic feasibility of integrating audit resources. It 
puts forward the value of building value-added internal audit system around organization 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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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ment, system standard and business work.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value-added internal audit 
should deepen the internal control audit, strengthen the risk management audit, and promote the 
corporate governance audit. The effective integration of internal audit resources can be achieved 
by breaking departmental boundaries, mining audit results, and using external forces to promote 
the healthy and efficient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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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中央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召开，要求加强全国审计工作统筹，优化审计资源配置，做到应

审尽审、凡审必严、严肃问责，努力构建集中统一、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审计监督体系。审计工作得

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审计任务将会越来越多、要求越来越高、责任越来越大，内部审计资源的有限与不

足将会逐步显现出来。审计资源的短缺一直是内部审计事业发展的瓶颈，如何破解这道难题，是审计管

理者亟需解决的现实问题。科学管理、整合资源、开拓创新既是缓解和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也是未来

审计发展的方向[1] [2] [3]。 

2. 明确内部审计现状，合理整合审计资源 

现在基层内部审计的审计任务主要有：一是上级审计机构统一安排的专项审计；二是审计部门例行

审计项目；三是组织部门根据需要委托的经济责任审计；四是审计机构自行安排的专项调查项目；五是

公司领导临时交办的审计任务。审计工作逐步转向重视经济责任审计和绩效审计为主，要求审计机构不

仅要站在宏观经济和管理者的角度去思考审计中发现的问题，还必须努力解决越来越多的审计任务与审

计资源短缺之间的矛盾，在解决体制、机制和管理上的矛盾过程中实现审计本身的超越。 

2.1. 审计资源的概念和现有审计效能情况 

审计资源是指审计监督活动所需要的一切直接或间接的资源，包括审计所需要的人力资源、社会资

源、信息资源和技术资源。而审计的外部环境，诸如经济、政治、法律以及文化环境等构成了审计生存

和发展的外部空间。审计内外环境制约着审计的发展，而审计职责的调整更增大了审计资源的需求量。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审计资源在不断变化，审计在一定程度上也面临着新的发展与转型。因此，审

计机关只有创新整合现有的审计资源，提升科学化管理水平，提高工作质量，才能履行好审计职责。通

过对时间的有效控制和空间范围的合理使用，对其可利用的人力资源、审计对象、审计成果、审计技术

方法等资源进行精心筛选、合理配置和充分利用，才能使审计达到最优化，实现科学管理、整合资源的

目的[4] [5] [6]。 

2.2. 审计资源整合实践情况 

合理配置资源，充分发挥审计机构整体功效，打破部门限制，统一调配审计力量，采取“大兵团作

战”，左右联动、交叉审计，审计效率和质量将显著提高。这样不仅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审计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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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可以合理安排和平衡部门间的任务，增强审计干部适应能力，培养出更加契合未来需要的复合型人

才。通过以老带新、实战结合、培训考核等方式，逐步建成一支由公司审计委员会、全职和兼职审计人

员组成的结构合理、素质全面的人才队伍，在全公司形成了一个审计监督网状体系，逐步实现智慧审计、

绿色审计。 
在实施专项审计或常规性审计中，把各个业务科室的人员合理调配，提高业务素质和水平，在部分

专项审计调查项目中采用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参与审计业务，适当利用中介机构的专业知识，采用向社会

购买服务的方式，完整地反映企业经营管理情况，这样更有利于全面掌控企业的经营效益及风险。通过

多措并举，对现有审计资源的合理整合，大大提高了审计效能，扩大了对国有资产的监管力度[7] [8] [9]。 

2.3. 审计资源整合使审计实效性得到长足发展 

人才资源上的整合，促进了内部审计事业的发展，从而使审计监督对公司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全方

位、立体化打造审计一体化格局，使公司资金优化可控，不留盲区，保证了公司经济良性可持续发展。

日常审计任务主要由内部审计人员组织，包括财务收支、经济责任审计，而有些需要经过公司年度检查、

专项成本/财务检查的项目则审计机构派员一块参与检查，联合办公，形成审计数据和审计报告。这样不

仅保障了审计的独立性和权威性，更是形成立体交叉、全方位进行的审计监督全覆盖体制。 
经过审计资源整合，实现了审计成果的综合利用，提升了审计效率，节约了审计成本。譬如：公司

组织的年度检查、专项检查的结果和资料，为后续例行的审计提供了相关基础数据和参考依据，避免了

重复的劳动，节约了审计成本。项目收尾交账后，审计机构加强与收尾办、成本管理部、经济管理部、

财务部、法律事务部等部门的沟通，通过查看久其财务共享服务平台，动态监控并账后项目收入、成本

的数据变动情况，实时掌握项目经济运行情况，对于经济指标波动较大的项目重点关注，确保收尾项目

经济管理有序运行，防范项目管控风险，大大提高了审计效率[10] [11] [12]。 

3. 明确审计思路与方向，努力提高审计质量 

内部审计既是企业综合经济监督部门，也是企业管理与控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始终围绕企业的

内在需要，为企业实现战略目标和经营管理服务。 

3.1. 以“内向服务”为中心，实现五个转变 

一是审计定位实现从旁观者向参与者的转变，主动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二是审计目标实现以

查错防弊为主向内部控制评价与风险评估的转变，为企业提供保证与咨询服务；三是审计方式实现以事

后审计为主向事前参与、事中监控、事后评价的转变，进行全过程审计监控；四是审计职能实现从就事

论事的单纯性审计向综合分析评价、提供咨询服务的转变，逐步扩大审计内涵，丰富审计信息；五是审

计成果实现以追求单纯数字成果向追求审计综合绩效的转变，最大程度地提升内审工作的综合价值，力

争在应变中求发展，在发展中求创新。 
企业内部审计必须突破传统的审计思路，向管理审计转移。强化企业内部约束机制，促使企业建立

严密的、完善的控制系统，严格的、科学的管理制度，有效的、畅通的运行机制。重点通过内部控制审

计、经济效益审计和管理过程审计，优化人力、物力、财力资源配置，改善经营管理，挖掘生产与工作

中的潜力，全面分析、评价企业综合效益，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以管理创新为基础，促进企业提高

经济效益。 

3.2. 修炼内功、完善自我，提升内审质量 

审计人员要加强学习，参加各种培训，通过各种途径提高业务水准，做一个“T”型人才(这一横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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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知识面要宽，起码对财政金融、生产经营、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及常用法规要做到心中有数；这一

竖代表：对某一项专业知识必须要精通和深入，如：财务管理、会计核算、施工生产及计算机审计技术

等)真正做到“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才能做好内部审计工作。 
善于揭示深层次的问题是审计人综合能力的表现，只是点滴积累，厚积薄发，才是审计最好的注脚。

审计忌讳“浮躁”，忌讳“假大空”，这一点无论是在审计实践，还是审计理论研究中都是如此。作为

审计人，要耐得住寂寞、守得住自己的内心，善于修炼政治定力、纪律定力和学习定力，才能在审计的

世界打开一片自己的天地。 

3.3. 源于基层，服务于基层 

内审部门审计既服务于领导更要服务于基层，在开展日常审计的同时，要注意宣传扩大现行法律法

规的影响，提高全员法制观念，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因此要利用开展内审工作这个机会，加强审计法律

法规及公司相关规定的宣传，通过了解和掌握相关制度的执行情况，保证经济活动合规合法，加强各级

领导法律意识、审计意识和底线意识，为审计工作的开展营造良好的执法氛围，为顺利开展审计项目奠

定基础[13] [14]。 
将审计服务寓于审计监督之中，坚持审计“关口前移”，促进各项经济事项从制度上予以规范。例

如，内审机构可对车辆运行费用实行年度专项审计调查。采用调查了解、查看账簿、翻阅凭证、计算分

析等方法，对车辆运行费用的总体合理性进行分析对比，对费用开支的规范性和合理性进行评价，并提

出合理化建议，为企业完善车辆运行管理制度提供参考依据。 

4. 加强审计成果运用，将内部审计价值增值最大化 

开展内部审计的主要途径是“对本单位及所属单位财政财务收支、经济活动、内部控制、风险管理

实施独立、客观的监督、评价和建议”，目的在于“促进单位完善治理、实现目标”。当前，我国内部

审计价值增值主要产生于公司内部三大领域，即风险管理、内部控制和公司治理。 

4.1. 对风险管理过程与结果的确认与建议 

风险管理是公司治理的核心环节之一。内部审计的首要职能就是为管理层提供评价公司风险管理水

平的确认服务，内部审计价值增值的效果是通过对公司风险管理状况进行评价，提出合理且有效的建议

并直接反馈给公司管理层来实现的。公司管理层根据内部审计建议全部或有选择地对公司运行进行管理

流程、业务布局领域、人员安排等进行调整和改进，最终达到在下一阶段公司经营或运行周期中避免出

现已经发生过的错误和漏洞。 
合理并高效地运用审计结果，能够使审计工作在保障公司制度落实、促进项目合规正常的运行、强

化党风廉政建设、防范各种风险发生等方面，发挥积极有效的作用。 

4.2. 以完善企业内控制度为重点，彰显内审监督职能 

内控制度是企业一切经营管理行为的准绳，直接关系到企业经营的健康运行。内审机构要加大内控

制度执行的专项审计力度，不断加强和完善企业内控制度，应更加深入地评价企业除风险管理外其他领

域内部控制设计的有效性，如企业、项目部实际运行路径与管理层计划的一致性、不同岗位和人员之间

的角色制衡有效性等[15]。 
一是积极建言完善内控制度体系。例如，通过对企业现行内控体系和重要内部控制制度的专项审计，

能够发现企业当前某些制度已不能适应企业经济业务的要求，需要重新制定、修改和完善。有些制度不

够细化，操作性不强；少数制度分散、缺乏系统性，业务流程指导性不强。根据审计建议，企业要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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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完善内部控制制度，促进企业的规范运作。二是强力监督内控制度执行。通过对企业经营管理过程中

重要内控制度的执行情况进行检查，发现少数内控制度执行不到位造成不规范行为的发生，降低工作效

率，提高管理成本，增加经营风险。针对存在的问题，内审机构要深入分析制度执行力不强产生的原因，

并提出加快更新现有制度体系的、加大监督力度、建立奖惩机制等合理化建议，确保内控制度执行不打

折扣。三是有效筑牢内控制度防线。内审机构要坚持对工程项目的经济合同、物资采购、劳务招标等方

面做到常规性检查，不断筑牢内控制度防线，着力防范了企业经营风险，有针对性地提出审计建议，并

督促整改到位。在国有资产处置方面，要切实加强对国有资产转让、拍卖等流程的全过程监督，确保国

有资产不流失。 

4.3. 对公司治理结构与体系的剖析与改进 

增值型内部审计通过对风险管理过程、内部控制设计的确认和评价，向董事会和管理层反馈审计结

果并提出审计建议，使审计结果运用的效果得到彰显。在此基础上，内部审计人员应将审计情况的综合

分析与信息反馈作为服务领导决策的切入点，及时发现和反映经济活动中存在的问题，从制度和机制上

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将自身视野提升至对公司治理架构与体系的剖析和评估上，将内部审计结果与整

改情况提供给董事会和管理层，作为公司关键岗位人员考核、任免、奖惩和相关决策的重要依据，推动

公司治理结构与体系的完善。 

4.4. 推动和完善审计整改工作，促进企业提质增效 

加强组织领导，完善整改制度，强化审计整改查处问责力度，及时揭示重大违法违规问题，追踪资

金的流向与落实情况，依法惩治违法违规问题。 
一是建立“问题整改台账”，对审计反映的问题进行分类梳理，实行“台账”式管理，明确责任单

位和整改时限、目标和结果。二是建立领导督办机制，建立审计整改联席会议制度，审计部门列出问题

清单，将整改任务分解落实到各相关责任单位，明确问题涉及单位的主体责任，同时，通过审计结果公

开、督查督办等方式推动问题整改。三是实行问题销号管理，问题整改到位情况由审计部门组织验收，

并集中报告公司领导予以确认，实行立改立销，不改不销，逐项落实解决，切实做到“不整改好不销号”。

四是查看问题整改和审计建议落实情况，将其纳入年度项目主管干部考核任免和奖惩的重要依据[16] [17]。 

5. 结语 

审计资源整合是审计事业长远发展的需要，是缓解审计资源供求失衡的必然选择，可以避免审计资

源的重复投入和浪费，有利于审计资源的优化配置，缓解审计资源的短缺。将审计系统内的硬件资源、

数据资源、人力资源等进行合理配置，使审计资源形成最优化组合，促使内部审计向增值型转变，促使

企业建立严格的、完善的、有效的、畅通的、科学的管理制度和运行机制。通过内部审计工作，优化企

业人力、物力、财力资源配置，改善经营管理，挖掘企业的潜力。企业管理者要正确认识内部审计的重

要作用，注重充分发挥企业内部审计的职能，使企业不断完善管理，不断加强宏观调控，最终达到使企

业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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