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内部审计职能定位研究

摘要

自建立审计机构开始，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初步形成了包括国家审计、内

部审计和社会审计在内的审计组织体系。国家审计机关，内部审计部门，民间审

计组织分工协作、相互配合、各有侧重，不断适应我国各种所有制经济所提出的

新要求，在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我国改革的

不断深化，市场经济环境的日趋复杂化，现有的内部审计体系暴露出许多缺陷和

不足，内部审计职能不能满足组织的需要。这不仅使内部审计工作未能发挥其应

有的作用，丽且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入。所以，明确内部审计职能定位、

建立科学有效的内部审计体系己成当务之急。

本文以应用研究为主，运用了审计学、管理学等现代理论，围绕内部审计为

组织增值的目的，从分析现代内部审计与内部控制、内部审计与公司治理关系着

手，介绍了当前企业内部审计的四个发展阶段，尤其是内部审计的最新发展阶段

——风险导向内部审计阶段，探讨了现代内部审计的职能：监督、确认与咨询，

具体分析了内部审计在企业内部控制、风险管理和治理中的增值作用。最后，通

过我国现阶段内部审计职能现状与前述内部审计应发挥职能的比较，分析了制约

我国内部审计职能发挥的因素并提出了相应的改进对策。

本着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本文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海尔集团内

部审计实践进行了具体分析，介绍了海尔集团先进的内部审计经验，分析了海尔

集团内部审计的职能及其不足，提出了一些改进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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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foundation ofthe auditing agency in OUr country,the organization system

of the audit agency，which covered government audit，internal audit and public audit，

has been primarily formed．The different agencies work corporately and focus on

different are respectively to adapt themselves to the new audit requirements coming

from the multi-ownership economy in our country．Along with the continually

developed economy reforming and the generally complicated market environment，

current internal audit system has been discovered its weakness and the internal audit

function can not meet the needs of the organization which not only restricts internal

audit,but also hindered the development ofthe economy and the deepening ofreform．

Therefore,establishing the effective internal audit system and clearing the position of

the internal audit function becomes SO urgent．

This thesis used audit science．management science and other modern theories．

Su盯ounding the end pl盯po$e of the internal audit-increase in value,we analyzed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he internal audit function Then it also introduced the latest

stage of internal audit·Rjsk—oriented Internal Audit On the basis of analyz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nal audit and internal control，intemal audit and corporate

govemance,we concluded the latest internal audit functions of risk-oriented internal

audit：recognition and counseling．We emphasized that the internal audit in enterprise

risk management and governance had the huge added value．Finally,in summing up the

status ofthe internal audit function on the basis ofsurvey data,we analyzed the factors

which restricting the development ofChina's internal audit function and put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improvement measures．

Following the principle of combining theory with practice, We combined

theoretical research paper with the Haier Group’S internal audit practice for a detailed

analysis We introduced the Haier Group’S advanced internal audit experience and

analyzed Haier Group's internal audit functions and put forward a number of

recommendations for improvement．

Key words：Internal audit function；Internal control；Corporate governance；Risk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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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选题背景及意义

第1章绪论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应用与发展，收购兼并浪潮的不断兴起，导致

企业面临的竞争日趋激烈。这些环境的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由外向内传递的种种

风险，使得人们对内部审计的期望在发生改变。内部审计作为现代企业制度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一种为改善组织经营而设计的独立的、客观的确认与咨询活动，

是强化企业经营管理的重要手段。现代内部审计以增加企业价值和提高企业运作

效率为目标，通过审查和评价企业的风险、控制和治理程序来确认经营活动的真

实性、合法性和有效性，保障和促进组织目标的实现。

安然公司内部审计人员对账外负债的揭示以及世通公司内部审计人员对38．5

亿美元费用违规列入资本支出项目的揭示，使内部审计的作用得到了公众和监管

部门的肯定。我国内部审计工作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2003年3月审计署颁

发了《关于内部审计工作的规定》，使我国内部审计逐步走上法制化、规范化。2003

年4月中国内部审计协会正式发布了《中国内部审计基本准则》、《中国内部审计

职业道德规范》及lO个内部审计具体准则，2004年和2005年分别发布了5个内

部审计具体准则，2005年内部审计准则委员会研讨修改了经济性、效率性、效果

性等七个具体准则，从而建立了我国内部审计的职业规范体系。但是，我国内部

审计起步晚、发展慢，在理论和实务方面均不是很成熟。首先，审计研究领域主

要偏向于政府和社会审计的研究，内部审计方面的理论专著不多且以介绍国际内

部审计理论与实践为主，或是效仿政府审计或社会审计的研究方法来研究内部审

计。这样使得我国内部审计理论缺乏特色，难以有效指导我国内部审计实践。其

次，由于我国内部审计的产生是基于国家审计力量不足，是作为国家审计的补充

而产生的，因而它的人员配置和机构设置都有较深的行政烙印，加上我国大多公

司治理结构不完善，造成了我国内部审计职能定位模糊、内部审计机构设置不健

全、审计方法单一、效率低下等问题。因此，改善我国内部审计的现状，使其发

挥应有的作用，是我国内部审计理论与实务中面临的～项紧迫任务。要改善我国

内部审计的现状，首先必须明确我国内部审计的职能定位，然后在此基础上合理

设置内部审计机构、改进审计方法、提高审计效率，使内部审计能够在企业中更

好的发挥作用。本文的研究动机就在于结合国外先进的审计理论与实践，明确现

代内部审计的职能定位，找到我国内部审计职能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并提出改

进的方法，以促进我国内部审计理论与实务的发展。



现代内部审计职能定位研究

1．2国内外内部审计职能定位研究文献综述

l，2．1国外内部审计职能定位研究文献综述

1．2．1．1从国际内部审计师协会对内部审计的定义演变看内部审计职能定位的发展

国际内部审计师协会(ILA)1947年首次定义内部审计为；“内部审计是建立

在审查财务、会计和经营活动基础上的独立评价活动。它为管理提供保护性和建

设性的服务，处理财务与会计问题，有时也涉及经营管理中的问题”[tl。IIA的定

义表明，内部审计的基本职能是监督和评价。监督是内部审计的一种最基本的职

能。但由于那时内部审计人员水平较低，为管理服务能力不强，同时，内审人员

的地位也比较低，其职能的扩展尚需一个过程。1957年国际内部审计师协会针对

当时内部审计实践的变化，对定义作了修改。第二次定义为：“内部审计是建立

在审查财务、会计和经营活动基础上的独立评价活动。它为管理提供服务，是一

种衡量、评价其它控制有效性的管理控制”。本次定义首次提出内部审计“是一

种衡量、评价其它控制有效性的管理控制”[21，提出内部审计应在发挥监督和评价

职能基础上发挥控制的职能。从1957年到1999年国际内部审计师协会对内部审计

的定义几经修改，具体内容如下：

1971年ⅡA对内部审计的定义为：内部审计是组织内部审核经营业务的独立评

价活动。它是一种管理控制，其作用是衡量和评价其他控制的有效性@。此时内部

审计的职能依然是监督和评价，但内部审计的服务内容己经从财务、会计活动领

域扩展到了经营活动领域，其工作范围扩展到发生在组织内部的、应由内部审计

评价的所有经营活动。

1978年IIA对内部审计的定义为：内部审计是建立在组织内部为组织服务的

独立评价活动。它是一种控制，通过检查与评估其他控制的适当性与有效性来发

挥其作用。内部审计的目标是帮助组织内各成员有效地履行他们的责任o。此次定

义将内部审计的工作内容扩展为组织的所有活动，其服务对象由为管理服务发展

到为组织服务，尽管为组织服务的具体目标还不明确。

1990年II鼬时内部审计的定义为：内部审计是为本组织服务而建立的一种独立

评价活动，它要提供所检查的有关活动的分析、评价、建议、咨询意见和信息，

以协助本组织成员有效地履行责任o。这次定义与1978年的定义相比，明确了内部

审计提供服务的方式：通过分析、评价、建议和提供咨询的方式为组织服务。

⋯TheInstiaaeofInternalAuditors TheStag-meatofResponsibilitiesofInternalAuditor．Horida：Altamonte

Springs．1971
o TheInstituteofIntemalAuditors TheStatementofRespensibilitiesofInternalAuditof Florida：ARamonte

Springs，1978

”The Institute ofInternalAuditors．The Statement ofResponsibilities ofInternalAuditor．Florida：Altamoate

Springs，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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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HA对内部审计的定义为：内部审计是在一个组织内部建立的一种独

立评价活动。履行审查和评价组织活动的职能o。内部审计的目的仍然是协助该组

织的管理成员有效地履行他们的职责。其服务内容依然是组织的所有活动，但在

功能的服务对象上明确了为组织服务的具体目标，即为组织的管理成员有效地履

行职责服务。

从上可知，1971年到1993年间II从寸内部审计的定义均认为内部审计应发挥监
督、评价的职能。只是对内部审计的工作范围、工作出发点进行了修改和明确。

到20世纪90年代早期，内部审计师已经从事包括财务检查与审计、经营审计、管

理审计以及遵纪守法审计在内的综合性审计工作。随着企业环境的日益复杂和企

业风险的日益增长，内部审计实践也迅速发展以适应组织的需要。内审人员逐渐

认识到他们应站在企业的高度，以为企业增加价值为目的。原定义对内部审计职

能定位已不能满足企业风险管理、内部控制发展和公司治理的要求，1999年6月，

国际内部审计师协会理事会通过了内部审计新定义和新的专业实务框架(PPF)。基

于风险管理的内部审计全新定义为：内部审计是一种独立、客观的确认和咨询活

动，旨在增加组织价值和改善组织的运营。它通过应用系统的、规范的方法，评

价并改善风险管理、控制和治理过程的效果，帮助组织实现其目标131。从新定义中

可以看出国际内部审计己发展到风险导向内部审计阶段，评价和改进风险管理、

控制和治理过程，必然成为内部审计的一项重要职责。内部审计在组织中是一种

独立的确认和咨询活动，即内部审计应具有确认与咨询的职能。综合国际内部审

计师协会(1队)的七次定义，可用表1．1概述。

衰1．1 IIA对内部审计的七次定义

阶段 主要职能 服务对象 服务内容 目标

1947年第一
监督、评价

为低层管理 财务会计和经营 帮助低层管理人员

次定义 人员服务 活动 有效管理
1957年第二 监督、评 为高层管理 财务会计和经营 帮助高层管理人员

次定义 价、控制 人员服务 活动、内部控制 履行职责

1971年第三 监督、评
为管理服务

组织内部所有经 帮助所有管理者履
次定义 价、控制 营活动 行职责

1978年第四
监督、评价 为组织服务 组织所有活动 帮助组织中所有管

次定义 理者履行职责

1990年第五
监督、评价 为组织服务 组织所有活动

帮助组织中所有管

次定义 理者履行职责

1993年第六
监督、评价

为组织的管
组织所有活动

帮助组织成员有效

次定义 理成员服务 履行职责
1999年第七 监督，确 为组织增值 风险管理、控制和 增加组织价值并提
次定义 认、咨询 服务 治理程序 高经营效率

o
1k hI：豳地ofh把瑚l^|Idi加B Thc鼬l蛔矾mofR踟函Ml妯葛ofh蛔mtAl_di幻tFlofida：Al佃瑚站

sIx缸擎，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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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2国外学者对内部审计职能定位的研究

SawyerL．B．&GE．Summers09s8)在解释内部审计人员的职责时指出，内部

审计人员应检查组织内的财务活动、经营活动和管理活动，并独立的对其做出评

价【4】。Sawyer,昕在的时代，企业风险不是企业所面临的关键问题，他提出内部审计

应具有评价职能是适应当时的环境的。

美国犹他州大学教授理查德．L莱特里夫博士(1990)对内部审计职能的有关论

述为：第一，测试内部控制的遵循性；第二，评价内部控制的充分性和有效性，

并且内部审计职能应贯穿于所有行政管理和经营管理层次，审计职能的实施与企

业风险管理密切相关，开展各种审计活动的决定因素是相关风险，内部审计的组

织形式也对内部审计职能的有效实施产生重要影响p】。莱特里夫赞同IIA的观点，

认为内部审计应在测试和评价内部控制的基础上，提供相应的咨询服务，以改进

经营管理的效率和效果。

安德鲁．D．钱伯斯(1995)等认为现在内部审计已成为咨询服务的提供者，并且认

为，内部审计应协助管理者对经营管理活动的结果同已有的标准、计划相比较，

解释出现差异的原因，即检查和评价经营管理活动的效果，揭示企业经营管理活

动中存在的问题[61。也即内部审计应履行监督、评价和咨询的职能。

Douglas R．carmichael，John J．Willingham(1997)认为内部审计的功能是对公司

的活动进行高层次的评价川。他们认为内部审计实质上是对会计、财务以及其他业

务情况进行评估，作为向管理当局提供建议的基础。旨在对组织控制的有效性进

行衡量和评估，作者认为内部审计应发挥评价的职能。

O-Ray Whittington，Kurt pany(2001)认为内部审计的目的是通过给组织成员提

供分析、评估、建议和咨询服务来帮助他们有效履行责任。内部审计可以看成是

内部控制的一部分，他们衡量和评估其他控制的效果，代表高水平的控制。而一

些先进的内部审计部门给组织的管理提供范围广泛的其他保证和咨询服务嗍。由此

可见，作者认为内部审计应履行评价和咨询职能。

Alvin A．Areas，Randal J．Elder，Mark S．Beasley(2003)认为内部审计的职责因雇

主要求不同而有所不同。在一些小的内部审计部门。内部审计履行的是日常的合

规性审计。在一些大的内部审计部门，他们的工作甚至超出了会计的范围，许多

内部审计师从事经营审计或计算机系统评价。许多内部审计师开始关注企业的风

险【9J。也就是说，内部审计的职能仍为监督、评价两个方面，但监督评价应上升到

企业风险管理层面。

综上所述，国外内部审计学者认为内部审计应当履行监督、评价和咨询的职

能，且内部审计实践应密切关注企业的风险，充分利用有利风险或减少不利风险

带来的潜在损失，从而实现为组织增值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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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国内内部审计职能定位研究文献综述

1．2．2．1相关法规、准则中有关内部审计职能定位的研究

1983年一1994年为我国内部审计初步建立的阶段[10l。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署

成立后，就一直依靠行政力量推动企事业单位建立内部审计制度。1983年国务院

批转了审计署‘关于开展审计工作几个问题的请示》，首次提到了内部审计监督

问题。从此，内部审计开始在组织中履行经济监督的职能。1985年国务院颁布《关

于审计工作的暂行规定》，其中第lO条明确规定：“国务院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

人民政府各部门，应当建立内部审计监督制度，根据审计业务需要，分别设立审

计机构或审计人员，在本部门主要负责人的领导下，负责所属单位和本行业的财

务收支及其经济效益的审计”。从本规定可以看出，我国内部审计的起步阶段审

计的主要领域是财务收支及经济效益，在组织中起到的仍然是经济监督的职能。

1989年审计署发布了《关于内部审计工作的规定》，这是我国第一部关于内部审

计的部门规章。这一阶段通过行政法规确立了内部审计的基本制度，促使我国内

部审计走上了依法审计的轨道，但我国的内部审计仍然只是发挥着经济监督的职

能，且监督的范围有限，仅包括对企业财务收支和与之相关的经济效益的监督。

1994年一2002年为我国内部审计立法进一步完善的阶段【嘲。内部审计的职能

也随着立法的完善而逐步发展。1995年7月审计署发布了<关于内部审计工作的规

定》，该规定中指出我国内部审计的主要职责是对以下事项进行监督和评价：财

务计划或者单位预算的执行和决算；财政、财务收支及其有关的经济活动；经济

效益；内部控制制度；经济责任；建设项目预(概)算、决算；国家财经法规和

部门、单位规章制度的执行；其他审计事项。由此可见，我国内部审计的职能已

经扩展到监督和评价，且监督和评价的范围也有所扩大，不再局限于对“与财务

收支有关的经济活动及其经济效益”的审计监督，而是变成对整个部门、单位的

经济效益、经济责任进行审计监督，注重提出改进管理的建议，履行评价的职能，

为管理层服务。

从2003年开始至今为我国内部审计法规体系全面建立健全的阶段【101。2003年3

月审计署颁发了‘关于内部审计工作的规定》。规定的第二条指出内部审计是独

立监督和评价本单位及所属单位财政收支、财务收支、经济活动的真实、合法和

效益的行为，以促进加强经济管理和实现经济目标。规定第五条指出内部审计机

构应按照本单位主要负责人或者权力机构的要求，履行下列职责：(1)对本单位及

所属单位的财政收支、财务收支及其有关的经济活动进行审计；(2)对本单位及所

属单位预算内、预算外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情况进行审计；(3)对本单位内设机构及

所属单位领导人员的任期经济责任进行审计；“)对本单位及所属单位固定资产投

资项目进行审计；(5)对本单位及所属单位内部控制制度的健全性和有效性以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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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管理进行评审；(6)对本单位及所属单位经济管理和效益情况进行审计：(7)法律、

法规规定和本单位主要负责人或者权力机构要求办理的其他审计事项。这一新规

定的颁布，明确了我国内部审计现阶段的两大主要职能：监督和评价。内部审计

要在履行监督职能的基础上以履行评价职能为主。

2004年，我国内部审计协会发布了《内部审计具体准则第16号——风险管理

审计》的征求意见稿，对内部审计在风险管理中的应用进行了探讨。2005年，我

国内部审计协会发布第三批内部审计具体准则，将风险管理审计纳入内部审计准

则体系中，并要求于2005年5月1日起予以施行。该批准则的发布足以说明我们

已经意识到风险管理在企业中的重要作用。然而，风险导向内部审计在我国仍处

于起步阶段，风险管理又迫切需要内部审计的参与，因此完善我国内部审计、积

极推进内部审计在风险管理中的应用，己成为我国内部审计发展的重要课题。但

在风险导向内部审计模式下我国内部审计应发挥什么样的职能，内部审计如何为

组织增加价值还有待进一步明确。

综合以上论述，我国内部审计不同发展阶段相关法规的规定如表1．2所示。

表1．2我国内都审计不同发展阶段相关法规的规定

阶段 主要职能 服务对象 服务内容

财务收支和与之相关的经济效
1893一199珥 监督 为低层管理人员服务

益审计

财务收支和企业经济效益、经济
1994--2002 监督、评价 为管理层服务

责任审计

财务收支、经济效益、经济责任
2002一现在 监督、评价 为组织服务

和内部控制、风险管理评审

1．22．2我国学术界对内部审计职能定位的研究

我国学者对内部审计职能的认识并不统一。主要存在以下几种观点；

1．一职能论

一职能论者认为：审计是一种独立的经济监督活动，审计只具有经济监督一

种职能。邓桂兰(1994)认为监督是内部审计的一项重要职能，在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条件下实行审计监督是一项全新的事业o。企业的内部审计监督要服务于企业

的各项经济工作，是企业的制约机制。樊其国(1997)认为内部审计监督是企业

自我约束机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ll”。一职能论者认为内部审计是自我约束的重要

手段，在企业经营机制中起着保障作用。如果内审制度不健全， 企业自我约束

不力，其它机制就无法正常运转，企业就很难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企业内部审计监督范围，包括供、产、销各过程，人、财、物诸因素以及责、权、

利等方面。

。邓桂兰．内审监督在企业中的重要地位商业研充1994，(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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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二职能论

二职能论者认为内部审计具有经济监督和经济评价两种职能。监督是内部审

计的基本职能，评价是其主要职能。李景双、沈行(1995)认为在激烈的竞争条

件下，企业既要筹集资金，又要提高有限资金的使用效益，逐步将建立内部审计

部门提到了议事日程。这个阶段的内部审计职能就是为决策层服务，进行经济监

督。经济监督是内部审计的根本职能。但是，作者认为在讨论内部审计过程中的

“唯监督职能论”的观点是有害的。“唯监督职能论”者摆出的姿态是“钦差大

臣”监督你来了，这与过去把内部审计人员比作经济警察没有区别【l锄。可见，作

者不赞同前述的内部审计的“唯监督职能论”，而认为内部审计在履行监督职能

的同时还应该履行其他的职能。申香华(2000)认为内部审计具有经济监督、经

济评价二种职能o。经济监督职能是内部审计最基本的职能，经济评价职能是由经

济监督派生出来的另一种职能，且经济评价职能已显得越来越重要了。作者同时

认为内部审计不具有经济鉴证和管理职能。理由是内部审计从企业主体来讲，并

非第三者，它做出的鉴定只能是一种自我鉴定，其客观公正性极其有限。同时，

内部审计的独立性要求内部审计不能承担任何具体的管理职务，只是为管理服务，

因而也不具有管理的职能。

3，三职能论

三职能论者认为内部审计具有经济监督、经济评价和服务三种职能。经济监

督是内部审计的基本职能。经济评价是经济监督职能的派生职能，并发挥着越来

越重要的作用。同时，内部审计具有服务职能。孙澄生(2002)，蔡艳芳、蒋瑜

峰(2006)认为我国内部审计建立以来，有关法规明确其职能为内部审计监督，

专司对本部门、本单位及所属单位的财政、财务收支及其经济效益进行内部审计

监督，因而属于“监督主导型”o。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企业对内部审计要求韵

提高，参照国际内部审计组织有关的材料，我国内部审计的职能定位应由“监督

主导型”向“服务主导型”转变，以充分发挥内部审计的检查、评价和咨询职能Il”。

李喜琴(2003)认为，现代企业制度下的内部审计具有管理职能、经济控制、决

策服务三种职能f14l。作者认为内部审计从查错防弊到参与内部控制的建立，发展

到风险管理，一直都是作为管理的一种手段，具有管理职能。同时，内部审计的

本质是一种特殊的组织控制，其目的是从经济、效率、效果和公正的观点出发，

控制企业的经济事件和过程。此外，内部审计具有为管理层提供决策服务的职能。

4．多职能论

多职能论者认为内部审计具有经济监督、经济评价、经济鉴证、服务、控制、

咨询等职能。张荣荣(2006)认为内部审计首先可以利用其对企业和相关政策较

。申香华．论现代企业制度下内部审计的职能．经济经纬，20∞，2

。蔡艳芳。蒋瑜峰．论强化内部审计的监督职能．商场现代化，20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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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熟悉的优势，对发现的问题予以披露并提出整改建议，为董事会的决策提供依

据，发挥对董事会的服务职能【I”。其次，内部审计还具有对企业管理者的监督职

能、对企业运营体系的控制和鉴证职能。作者认为内部审计是企业控制系统的重

要组成部分，应立足全局来分析和考虑问题，能够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实行有

效的控制。

此外，王晓霞、孙坤(2004)、严晖(2004)、郑小荣(2006)等对风险导

向内部审计的定义、产生背景等有关理论与实践进行了一些研究，但没有就风险

导向内部审计阶段内部审计的职能做比较详细的论述。

综合以上内部审计职能的文献可见，内部审计职能的研究多而广，但一般停

留在经济监督、经济评价等方面的研究，并且，大多数为纯理论的研究，案例研

究较少，对内部审计在我国企业中的风险管理作用也没有比较深刻的论述。此外，

我国有关内部审计职能的文献大多是发表在～般的刊物上，在核心期刊上针对内

部审计职能的专门论述几乎没有。由此可见，我国对内部审计职能的研究还比较

肤浅，有待傲进一步深入的研究。

1．3本文结构安排

本文将按以下几章进行论述：

第一章是绪论，阐述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分析了国内外学者对内

部审计职能的相关理论研究成果，简要介绍了本文的主要研究思路和结构安排。

第二章是内部审计基本理论问题。本文主要是以委托代理理论和风险管理理

论为理论依据展开论述，简要论述了内部审计与内部控制、公司治理之间的关系。

第三章论述了内部审计的职能定位，构建了内部审计职能框架。首先，介绍

了内部审计的发展历程，引入了内部审计的最新发展阶段——风险导向内部审计

阶段。其次，分析了内部审计职能定位的依据，在此基础上详细论述了内部审计

的职能定位，包括内部审计的监督、确认和咨询职能，明确了内部审计在组织风

险管理和治理过程中的增值作用。

第四章针对我国的实际情况，总结了我国内部审计职能现状，分析了制约我

国内部审计职能发挥的因素，提出了改善我国内部审计职能发挥的对策。

第五章是海尔集团内部审计职能的案例分析，以理论结合实践分析了海尔集

团内部审计的职能。并简要论述了海尔集团内部审计职能有待进一步改进的地方。

1．4本文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

本文采取规范研究的方法，并结合案例进行分析。

本文拟创新之处：第～，本文研究内容综合了审计理论、管理理论等先进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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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研究视野比较开阔。第二，本文从队对内部审计的定义出发详尽的论述了现
代内部审计的职能——监督、确认与咨询，并将内部审计职能与其目标联系起来，

构建了内部审计的一个职能框架。第三，本文从内部审计在内部控制、公司治理

与风险管理中的作用来论述内部审计的确认与咨询职能，突出了内部审计在组织

中的增值作用。

9



现代内部审计职能定位研究

第2章内部审计职能定位基本理论问题

2．1内部审计职能定位的理论依据

内部审计的理论依据是本文研究的起点。本文的研究主要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和

风险管理理论展开论述。

2．1．1委托代理理论

委托代理理论是西方经济学中一个重要的理论，从委托代理的角度对内部审

计进行分析研究，能找到内部审计存在的动因及内部审计职能定位的依据。

由契约理论发展而来的委托代理理论，其基本内容就是规定委托人聘用代理

人完成某项工作时的委托代理关系的成立及代理人为了委托人的利益应采取何种

行动，委托人相应地向代理人支付何种报酬，即通过委托人和代理人共同认可契

约来确定它们各自的权利和责任。委托人为实现既定的目标，通过一系列激励机

制使代理人与委托人的利益尽可能地趋于一致，以促使代理人为实现委托人的目

的面尽可能努力的工作，最大跟度地增进委托人的利益l“】。这是一种均衡的委托

代理关系。但在实际经济活动中，这种均衡状态下的委托代理关系存在着4个方

面的非均衡性：O)$fJ益的非完全一致性。委托人与代理人作为现代社会中的经济

人，都会把自己的目标放在首位。委托人的主要目标包括资本保值和增值，代理

人的主要目标是代理收益的最大化，双方存在着潜在的利益冲突；(2)风险的非完

全共同性。委托人往往是“风险中性”的，代理人往往是“风险厌恶”的，双方

对风险一般持有不同的态度，代理人会为了回避风险而放弃有利于增进委托人利

益的机会；(3)信息的非均衡性。代理人在工作中会掌握一些“私人信息”，而委托

人往往不掌握代理人这一私人信息，这就为代理人的“逆向选择”提供了可熊；(4)

环境的非确定性，即企业的环境是变化复杂的，难以确定的，企业利润必然受到

代理人无法控制的多种因素的影响，因而委托人不能直接观测到并证明代理人实

际选择的努力水平，这亦就为代理人的“规避责任”提供了方便。由于这4个非

均衡性的存在，使得委托人必须对代理人的行为进行监督以保证自身利益不受损

害。

在现代企业中，存在多重的委托代理关系：母子公司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

股东与管理者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管理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等等。

然而，由于委托代理关系中存在着4个方面的非均衡性，使得委托人的既定目标

不能实现。为减少这些非均衡性给委托人带来的代理成本——委托人的经济目标

与代理人的经济目标发生不利于委托人的成本偏差，客观上必须要求有一协调监

控委托代理关系的管理机制以促进其代理成本降低，增进委托人的利益。内部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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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是基于委托代理关系而产生的，也是解决委托代理关系存在的非均衡性的重要

手段：首先，内部审计可以将其工作时掌握的信息及时传递给委托入，减少委托

人与代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其次，内部审计在使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信息逐

步均衡的前提下，还对整个经济活动过程进行预测、决策和监控，从而减少代理

人由于与委托人潜在的利益冲突和风险的非完全一致性而对委托人的背离。最后，

内部审计密切关注企业环境的变化，发现对企业造成威胁的因素和企业增值的机

会，并将这些信息传递给相关管理人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解决委托人与代

理人之间由于环境的非确定性所带来的问题。

2．1．2风险管理理论

风险管理思想起源于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和中期，美嗣许多大公司

发生的重大损失使高层管理者认识到风险管理的重要性。由于美国企业受到社会、

法律、经济和技术的压力，风险管理运动在美国迅速开展起来。20世纪70年代，

风险管理的概念、原理和实践从美国传播到加拿大、欧洲、亚洲和拉丁美洲一些

国家【171。

风险管理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但人们对。风险”一词的鉴定仍不统一，决

策理论学家把风险定义为损失的不确定性；统计学家把风险定义为实际结果与预

期的离差；保险学家把风险定义为一个事件的实际结果偏离预期结果的客观概率。

我们一般认为风险是一个事件预期结果的不确定性，它既包括有利因素，也包括

不利因素。只有损失机会的风险称为纯粹风险，既有损失可能性也有盈利可能性

的风险称为投机风险。

2．1．2．1风险的性曩

1．不确定性

不确定性是风险的本质属性。正是由于风险处理的是未来或者未知事件，其

发生与否难以预料，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假如在极端的情景下，一旦不确定性

的风险概率分布退化为确定性事件，则认为风险发生了质的突变，退化为一固定

的成本(损失)或收益．

2．可控性

风险虽具有不确定性，但风险又具有可控性。首先，针对风险的行为策略是

可控的。通过有效的风险管理方式。建立合理的风险转移机制。能够将风险的不

良影响降到组织可接受的范围。其次，对风险认知的努力是可控的。深入的认识

风险，有利于决策者更加有效的制定经营决策，规避风险。最后，认知风险的成

本是可控的。认知风险的过程包括获取资料、进行调查、分析研究、做出决策等。

在认知风险的过程中，应对认知风险的成本进行控制。

3，动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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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的动态性是人们对具有不确定性的风险进行人为控制的结果。在风险的

最终影响发生之前， 随着行为主体对风险现象认识的深入，随着行为策略的修正

和行为效果的显现，风险的状态也不断发生着变化。

正是因为风险具有的不确定性和可控性才为内部审计在风险管理中作用的发

挥提供了条件，使内部审计的风险管理活动具有可行性。

2 1．22企业风险管理八要素

COSO的ERM报告将风险管理定义为：企业董事会、管理层和其它人员影

响的一个过程，它可以运用在企业战略制订上，贯穿于企业当中。设计企业风险

管理旨在确认影响组织的潜在事件，并在风险偏好内管理风险，为组织目标的实

现提供合理的保iiEt”1。COSO的ERM报告由八个要素组成，即风险环境、目标

制订、风险识别、风险评估、风险反应、控制活动、信息和沟通、监控。这八个

要素相互联结共同致力于有效的风险管理。

1．风险环境

企业高管层决定了组织的目标、达到组织目标的战略、商业过程以及商业模

式、这些选择组成了企业风险管理的环境。此外，风险环境也包括风险管理哲学

和风险偏好。

2．目标制订

组织管理层必须首先确定企业的目标，才能够确定对目标的实现有潜在影响

的事项。根据企业确定的任务或预期，管理者制订企业的战略目标，选择战略并

确定其他与之相关的目标并在企业内层层分解和落实。

3．风险识别

企业风险管理需要识别将会对组织目标产生影响的所有可能发生的事件。这

个识别步骤是关键的，因为可能的风险没有被识别出来，就不会被列入风险控制

的计划中，这样组织就有可能遇到计划外的风险。

4．风险评估

风险评估可以使管理者了解不同的风险将如何影响企业目标的实现。风险评

估可以采用二维的方式，即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和产生的影响。有些风险是具体的，

有些风险是以～系列的可能的概率结果出现的，针对不同的风险可采用定量、定

性、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三种方法进行评估。

5．风险反应

组织可根据每～个风险对组织的影响程度来衡量风险，根据衡量结果，组织

应决定接受、回避或控制风险。有效的风险管理要求管理者选择可以使企业风险

发生的可能性和影响都在企业可接受范围之内的应对方案。

6．控制活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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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活动是经理设计的一些政策和程序，其目的是保证风险反应方案得到正

确执行。控制活动贯穿于整个组织，包括批准、授权、取消、确认、观察、查证、

协调、对经营业绩的评价、对有形资产的监管、对职责的分离等。

7．信息和沟通

风险识别、评估、反应和控制活动可以给各个层次的主体提供必要的风险信

息，像财务和其它信息一样。风险信息必须以某种形式、在某个特定的时间进行

交流和沟通，以使组织各层工作人员能有效履行各自的职责。

8．监控

对企业风险管理的监控是指确认风险管理要素的内容和运行以及执行质量的

一个过程。组织可以通过日常的控制和独立评价活动对风险管理的效果进行监控。

实时监控发生在交易和事件发生的日常商业过程中，它包括对交易执行的日常管

理和监督活动。

‘

’I制订目标 |．
’

信 』 监

息
‘ ’{识别风险 }． ’

和 l ‘

交
。 ’f评估风险 I． -

流 l
确认风险 l- 。

控

』
风险处理；接
受、回避、控制

圈2．1 COSO的企业风险管理过程

COSO的风险管理过程可用图2．1表示。风险管理过程为内部审计进行风险管

理提供了思路，内部审计对企业风险管理的确认和咨询将根据企业的风险管理过

程进行。这将在后面的分析中进行具体阐述。

2．2现代内都审计与内部控制的关系

内部控制作为内部审计的审计内容，与内部审计存在密切的关系。而内部审

计在一定程度上又是随着内部控制的发展而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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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内部控制的发展

现代内部控制的涵义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人们对内部控制理解的加深在不断

地扩展，这种扩展的趋势不仅对企业的经营管理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对内部

审计的发展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2．21．1内部牵制阶段

从原始的组织诞生开始，直至20世纪40年代，内部控制的发展基本上停留

在内部牵制阶段。R·H蒙哥马利在1912年出版的《审计——理论与实践》一书

中指出，所谓内部牵制是指一个人不能完全支配账户，另一个人也不能独立地加

以控制的制度【19】。内部牵制阶段内部控制的着眼点在于职责的分工和业务流程及

其记录上的交叉检查或交叉控制。内部牵制主要通过人员配备和职责划分、业务

流程、簿记系统等来完成。其目标主要是防止组织内部的错误和舞弊，通过保护

组织财产的安全来保障组织运转的有效性。R·|L蒙哥马利将内部牵制与审计结合

起来。他认为，如果存在良好的内部牵制制度，审计人员就无需进行详细审计[20】。

可见，当时的理论界已经认识到内部牵制会对审计工作产生影响。但是由于当时

的审计实务落后，内部牵制思想没有在审计中得到具体运用。

2．21．2内部控制制度阶段

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内部控制进入了内部控制制度阶段。1949年，美

国注册会计师协会(AICPA)所属的审计程序委员会发表了一份题为‘内部控制：系

统协调的要素及其对管理部门和公共会计师的重要性》的特别报告，在该报告中

提出了内部控制的定义：“内部控制包括一个企业内部为保护资产。审核会计数据

的正确性和可靠性，提高经营效率，坚持既定管理方针而采用的组织计划及各种

协调方法和措施”。1958年，该委员会发布的第29号审计程序公报中将内部控制

分为内部会计控制和内部管理控制，其中前者与财产安全和会计资料的准确性、

可靠性有关，后者与贯彻管理方针和提高经营效率有关【2l】。内部控制的目标除了

保护组织财产的安全之外，还包括增进会计信息的可靠性、提高经营效率和遵循既

定的管理方针。在此阶段，随着人们对内部控制认识的深入，内部审计人员开始

关注内部控制薄弱环节，以提高审计效率。

2．2．1．3内部控制结构阶段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内部控制的发展进入内部控制结构阶段。随着

研究的深入，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在1988年发布的‘审计准则公告第55号》中

提出了“内部控制结构”的概念，该公告指出内部控制结构由控制环境、会计制

度和控制程序三要素构成。这一阶段开始把控制环境作为一项重要内容与会计制

度、控制程序一起纳入内部控制结构之中，并且不再区分会计控制和管理控制【221。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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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环境是指影响建立、加强或削弱特定政策和程序的因素；会计制度规定各项

经济业务的确认、分析、归类、记录和报告方法，旨在明确各项资产、负债的经

营管理责任；控制程序是管理当局所确定的政策和程序，以保证达到一定的目标。

其中控制环境是实现内部控制目标的环境保证，会计制度是内部控制结构的关键

要素，控制程序是保证内部控制结构有效运行的机制。内部控制结构概念的提出，

要求内部审计人员不能仅仅是关注企业具体的内部控制制度，而应同时关注企业

所处的内外环境。

2．2．1．4内部控制整合框架阶段

1992年9月，美国反虚假财务报告委员会的主办组织委员会(c0So)发布了一

份报告‘内部控制；整合框架'，提出了内部控制的三项目标和五大要索，标志着

内部控制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内部控制的目标包括合理地确保经营的效率和

有效性、财务报告的可靠性、对适用法规的遵循性。内部控制要素包括：控制环

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和监控f23】。COSO提出的内部控制整体框

架概念强调了人在内部控制中的能动作用，工作人员的素质和观念决定着内部控

制执行的效果，而人员的活动又受到他们所处环境的影响，控制环境是内部控制

中其他各个要素发挥作用的基础。风险评估要素的引入说明，任何企业都处在一

个不断变化的环境之中，随时都面临着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各种风险，要确保企业

目标的实现，就需要建立发现、分析、管理和控制风险的机制，来评估企业在实

现目标过程中的不利因素。内部审计凭借其在组织中的地位与对组织的了解，在

发挥这种作用时具有明显的优势。

2．2．1．5内部控制的最新发展——企业风险管理框架

随着国外一些大公司的财务丑闻频频曝光，揭示出公司内部控制在设计和运

用中存在着一定的缺陷，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COSO于2004年9月颁布了‘企

业风险管理综合框架》并提出将以此代替内部控制整体框架。企业风险管理由内

部环境、目标制定、事项识别、风险评估、风险反应、控制活动、信息和沟通、

监控八个相互关联的要素构成I埽1。内部控制的新发展，给内部审计提供了新的审

计思路。内部审计人员将审计的重点转向了组织的重大风险领域，侧重对组织风

险管理、治理程序等的确认。

2．2．2现代内部审计与内部控制的关系
‘

内部控制与内部审计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内在联系。内部

审计和内部控制都同样来自企业内部，是一种根源上的、紧密联系的、互动的本

质关系。内部控制、内部审计都属于企业微观管理范畴，方向目标一致、服务对

象一致，两者的交汇点是把各种风险降低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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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随着内部控制的发展，内部审计在内部控制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在

上述内部控制的发展一节中充分体现了这～点。在内部牵制阶段，内部控制制度

很不成熟，内部审计对内部控制的认识也比较肤浅，在内部控制中所起的作用也

很轻微。内部控制发展到内部控制制度、内部控制结构、内部控制整合框架阶段，

内部审计在内部控制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内部审计通过对内部控制的评价，

发现、纠正内部控制的不足，使内部控制不断完善。内部控制发展到企业风险管

理框架阶段，虽然内部审计的重点转向企业重大风险领域，但内部审计也同样需

揭示内部控制中存在的重大风险，完善内部控制。

第二，内部控制是内部审计的审计对象。从内部牵制到现代的风险管理框架，

内部审计随着内部控制的发展而发展。在内部审计的整个发展历程中，始终离不

开对内部控制的审计。在内部财务审计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经营管理审计正是以内

部控制为中心的审计，内部控制的性质决定着内部审计的性质。内部审计上的符

合性测试、分析性审计研究、实质性审查等内容也伴随着这种控制思想的演变而

大量涌现。从以控制制度为基础的审计活动，过渡到以控制结构、控制风险为基

础的各项审计业务，内部控制思想引导着内部审计人员的工作态度和观念，内部

控制目标决定了内部审计人员的工作行为和工作程序，一切审计活动都紧紧围绕

内部控制展开。

第三，内部审计与内部控制相互交融发展。一方面，随着企业问竞争的日益

激烈，传统内部审计仅仅局限于以查错防弊为目标的管理要求己经不能适应企业

生存的需要，审计理论和实践都日益强调依赖内部控制的功效和成果，关注企业

的风险。另一方面，有效的内部控制早就融入了有关审计或会计的信息传送、传

导这些自我监控与自我评估的重要内容，并把审计机制和审计风险纳入了内部控

制的综合体系。

图2．2内部审计与内部控制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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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内部审计发展到风险导向内部审计阶段，内部审计与内部控制的目标

具有高度一致性——实现组织增值，且他们均以减少组织不利风险带来的损失和

利用有利风险带来的机会作为实现目标的手段。内部审计与内部控制的这种错综

复杂的关系可用图2．2来表示。

2．3现代内部审计与公司治理的关系

内部审计作为公司治理中的一部分，对完善公司治理有着重要的作用。同时，

公司治理又是内部审计的审计对象，影响着内部审计职能的发挥。

2．3．1公司治理概述

各国经济学家从本国经济、政治、文化、法律环境出发来探讨公司治理问题，

对公司治理提出了不同的定义，对其范围进行了不同的界定。在公司治理的内涵

上主要有三类观点：

第一，组织结构说。我国学者吴敬琏为该观点的代表。他认为：所谓公司治

理结构，是指由所有者、董事会和高级执行人员即高级经理人员三者组成的一种

组织结构。在这种结构中，上述三者之问形成一定的制衡关系[241。”

第二，决策机制说。奥立弗·哈特为该观点的代表。他认为，公司治理是一

个决策机制，它分配公司非人力资本的剩余控制权【2列，即资产使用权如果在初始

合约中没有详细设定的话，治理结构将决定其将如何使用。

第三，制度安排说。钱颖一、柯林·梅耶是这一观点的代表。钱颖一认为：“公

司治理结构是一套制度安排，用以支配若干在企业中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团体——

投资者、经理人员、职工之间的关系，并从这种联盟中实现经济利益1261”。柯林·梅

耶把公司治理定义为：“公司赖以代表和服务于他的投资者的一种制度安排。它包

括从公司董事会到执行经理人员激励计划的一切东西[271”。

从这三种观点上看，组织结构说侧重于治理结构中各部分的分工、职责和制

衡关系，体现的是公司治理的外在形式。决策机制说强调合约不完善时决定剩余

控制权分配的机制，体现的是公司治理的内容之一。制度安排说把治理上升到制

度安排的高度。既将公司治理的各种内容包含在内，也体现了不同的外在形式，

包含了组织结构说及决策机制说的实质。因此，本文的分析将建立在制度安排说

的公司治理内涵基础上【22l。

2．3．2现代内部审计与公司治理的关系

公司治理作为解决股东、董事会和经理层之间责、权、利关系的一种制度安

排，与内部审计在目标和理论基础方面具有一致性，公司治理和内部审计的关系

在实践中融为一体，主要表现为内部审计为公司治理提供了一个信息反馈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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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地解决了信息不对称问题：公司治理阐明和确定了内部审计在公司治理中的

地位和作用，公司治理影响着内部审计职能的发挥。

第一，内部审计有利于减少“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内部审计师对财务报告进行相对独立的审计，可对管理层的会计信息编报权力和

充分披露进行约束，缓解管理层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失衡问题。内部审计最有资

格监督信息的真实性，其基本宗旨之一便是通过审计手段向有关部门或人员提供

真实信息，这既减少低信息不对称的影响，又可对代理人形成间接的约束，以利

于减少“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影响。

第二，内部审计有利于强化公司风险管理，优化公司治理结构。在经济全球

化的大背景下，组织面临的风险不断增长，因此在公司治理体系中建立健全风险

管理制度是管理层所必须解决的问题。内部审计在协助管理层进行有效的风险管

理方面将发挥重要作用。首先，内部审计通过对企业内部控制的评价，可以深入

到企业管理的极细微的环节上，在人、财、物、供、产、销各个领域查找管理漏

洞，以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大小为依据，做出相关评价，查找并处理风险。其次，

内部审计在企业风险管理中还起着协调作用，不仅各部门有内部风险，而且各管

理部门还有共同承担的综合风险。内部审计人员作为独立的第三方，可协调各部

门共同管理企业，以防范企业决策带来的风险。从经济学角度看，内部审计通过

参与风险管理并合理有效地防范、控制风险，可以减少公司经营不确定性带来的

损失，实现增加组织价值，优化公司治理的目的。

第三，公司治理的完善程度影响着内部审计职能的发挥。一方面，内部审计

处在组织之中，组织环境、公司治理以及对内部审计的重视都影响着内部审计职

能的发挥。另一方面，内部审计又要对内部控制、公司治理进行独立的确认，他

们构成内部审计的审计内容，决定着内部审计的工作重点和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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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现代内部审计职能分析

要正确定位内部审计的职能，就必须把握内部审计的本质。通过对内部审计

职能定位发展历程的分析。可以透视内部审计的本质，找到内部审计职能定位的

依据，正确定位内部审计的职能。

3．1内部审计职能定位发展历程分析

内部审计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由于审计内容、服务对象的差异，使得内部审

计职能也存在差异。内部审计是随着企业管理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演进的。

以下主要分析了内部审计不同发展阶段的职能定位。

3．1．1财务导向内部审计阶段职能定位分析

早在奴隶社会就有了内部审计的萌芽，但内部审计得到快速发展确是19世纪

末20世纪初的事情。20世纪初到20世纪40年代，社会化大生产水平不断提高，

组织结构越来越复杂，组织管理难度不断增大，这在客观上使得分工和分权的思

想不断发展。分工和分权思想的不断发展最终导致了工业革命的爆发与股份公司

制度的建立。工业革命和股份公司制度是相互促进的，从而使企业的管理活动变

得日益复杂，企业内部产生了多层次受托责任。这一切都为财务导向内部审计的

产生与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企业经营活动发展所带来的管理难题促成了独立

的内部审计机构的出现，而外部审计制度的诞生与发展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近代内

部审计实践，从内和外两个角度促成了财务导向内部审计的产生与发展[2sJ。

1947年HA对内部审计的定义实质上是对财务导向内部审计的一个阐述：内

部审计是组织内部检查会计、财务及其他业务的独立性评价活动，以便向管理部

门提供防护性和建设性服务。它主要涉及会计和财务事项，但也可以适当涉及其

他业务性质的事项【11。IIA的定义反映了财务导向内部审计的内容为会计和财务事

项，审计的目的是查错防弊。由于企业内部受托责任层次逐渐增多，受托财务责

任的履行情况是通过复杂、完善的财务报表得以体现的[291。因此，财务导向内部

审计主要是对财务报表进行审查。此阶段其关注的核心是财务事项和会计撤表，

审查企业内部受托责任，特别是受托财务责任的履行情况，并向企业管理层报告

审计结果，履行监督和评价的职能。

值得一提的是，HA对财务导向内部审计定义时涉及了业务事项的审查，这为

财务导向内部审计发展到业务导向内部审计作好了准备，但是它还是将业务审计

作为财务审计的附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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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业务导向内部审计阶段职能定位分析

20世纪40年代末期到20世纪60年代，企业生产的社会化程度显著提高，企

业规模迅速扩张，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为适应组织环境的这种变化，管理理论也

不断丰富和发展起来。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认为效率是管理的核心。业务导向内

部审计是随着管理学理论的发展而发展的。因此有学者认为内部审计的对象是企

业具体的业务活动，通过对企业业务活动的审查可以提高经营效率。

HA在1957年将内部审计定义为“组织内部检查会计、财务及其他业务，以

向管理当局提供服务的独立性评价活动[21”。虽然IIA在这次定义中尚保留会计和

财务活动，但已将对业务的检查与财务、会计等同视之。由此可见，内部审计己

发展到业务导向内部审计阶段。

业务导向内部审计的内容是会计、财务和企业的业务活动。目的是帮助所有

管理者履行职责。业务导向内部审计与财务导向内部审计相比跳出了财务账簿的

圈子，将视野转向了企业的业务活动。企业管理层除了关心其下属的受托财务责

任之外，更看重的是下属受托经营责任的履行效率。因此内部审计的重点从财务

报表的审查转向了具体业务的分析和评价。内部审计的目的是服务于管理层，向

管理层履行报告的责任，其职能仍为监督和评价。

3．1．3管理导向内部审计阶段职能定位分析

20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企业经营活动的范围不断扩大，各国政府

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干预有所增强，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给企业管理提出了一个新

课题：企业必须建立同外部环境的联系，以适应其变化。由于外部环境对企业影

响日益加剧，内部审计也逐渐将外部受托责任作为其关注点。20世纪70年代末起

公司治理理论及实践成为公司制企业发展的重要问题之一。公司治理问题的研究

扩大了管理理论的视野，丰富了管理理论的内容。公司治理问题与公司的内在性

质、目的和整体形象有关，与公司的战略方向、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外部性和

组成要素的监督有关。因此，公司治理是连接企业内部和外部环境的桥梁，其主

要作用在于保证管理的正当性和有效性。在外部环境的影响下，在公司治理的作

用下，公司内部的管理也越发强调自上而下目标的一致性以及决策的科学性。彼

得·杜拉克(P．Drucker)提出的目标管理理论将管理所关注的核心由具体业务和管理

职能转向了更高层次的目标制定和决策行为，一方面体现了外部环境及治理结构

中利益相关者的影响，另～方面也说明了对企业内部受托管理责任的关注层次逐

渐提高【30】。在这样的管理理论影响下，内部审计关注的层面也逐渐提高。内部审

计开始注重为整个组织服务。HA在1978年准则中做出这样的定义：内部审计是

以检查、评价组织为基础的独立评价活动，并为组织提供服务【3ll。

管理导向内部审计的目标是为组织提供服务，管理导向内部审计阶段内部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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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的职能仍为评价与监督，但监督、评价的内容由低层的受托管理责任发展到较

高层的受托管理责任，将视野由具体的业务等较低层面转向了管理目标、方针、

决策等高层面。由于公司治理的发展，审计委员会成为内部审计一个重要的报告

对象，这也是内部审计地位得以提高的原因，为管理导向内部审计的进行提供了

条件。管理导向内部审计同时为审计委员会及公司管理层提供服务，既关注外部

受托责任，也关注内部受托责任。

3．1．4风险导向内部审计阶段内部审计的职能定位分析

从20世纪90年代起，人类社会逐步从工业时代进入了信息时代，信息时代

给人类带来的环境具有多样性和多变性，管理理论和实践也随之变化，全面质量

管理理论、战略管理理论、企业文化理论都有了新的演进，而企业再造理论、学

习型组织等新的管理理论又丰富了当代管理学说的内容。同时，从20世纪90年

代开始，公司治理、内部控制以及风险管理的研究进入了比较成熟的阶段，世界

各国相关法规纷纷出台，对内部审计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一切都给内部审计带来

了压力，风险导向内部审计就是应对这些压力而产生的。1999年6月，IIA经过几

年的调研之后，通过了基于风险导向的内部审计新定义和内部审计职业实务标准

框架【32}，并于2001年正式实施，如图2．2所示。因此，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

内部审计进入了风险导向阶段。有关风险导向内部审计的职能定位，在IIA给出的

内部审计职业实务框架中可以清晰的看到。关于风险导向阶段内部审计职能的具

体论述将在本章后面一节做具体分析。

综合以上分析，内部审计由财务导向发展到现在的风险导向。其职能的发展

历程可用表3．1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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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内部审计四个发展阶段的职能

内部审计阶段 时间 内容 职能 目标

财务导向内部 20世纪初到20世
财务、会计 监督

帮助管理者有效

审计阶段 纪40年代 管理

业务导向内部 20世纪40年代末 财务、会计和业
监督、评价

帮助所有管理者

审计阶段 到20世纪60年代 务活动 履行职责

管理导向内部 20世纪60年代到
组织所有活动 监督、评价 为组织提供服务

审计阶段 20世纪90年代

风险导向内部 20世纪90年代以 风险管理、内部 监督、确认、

审计阶段 来 控制和治理 咨询
增加组织价值

3．2现代内部审计职能定位的依据

通过对内部审计职能定位发展历程的分析可以看出：企业内部审计的职能一

直在不断的发展变化，经历了财务导向内部审计阶段的监督职能到风险导向内部

审计阶段的监督、确认和咨询职能的转变。为什么风险导向内部审计阶段内部审

计的职能应为监督、确认与咨询呢?回答这个问题应从两个角度去考虑，一是企

业内部审计的本质，二是现代企业对内部审计的需求。前者是决定内部审计职能

的内在因素，解决了内部审计能提供哪些职能的供给问题；后者是决定内部审计

职能的外在因素，解决了现代企业需要内部审计提供哪些职能的需求问题。当两

者有效对按时，即供给与需求达到平衡时，两者的交叉部分就是企业内部审计应

该具有的职能。

理论界对审计本质的研究成果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侧重于从审计方法，

审计职能的角度看待审计本质，如查帐论，方法过程论和经济监督论；二是侧重

于从审计作用的角度看待审计的本质，如代理论，信息论，保险论，行为论；三

是结合审计的方法、职能和作用看待审计的本质，如蔡春教授认为，“审计在本

质上应是一种特殊的经济控制【331。从现代审计的理论和实务中可以看到，“查帐

论”的观点已经“事过境迁”，不符合审计发展的要求了。“方法过程论”的观

点是对审计工作的一种描述，而非审计本质的揭示。经济监督论则是我国理论界

20世纪80年代的成果，它是在国家审计署的领导下对审计基本理论问题研究的

成果，带有深刻的政府审计色彩，缺少对社会审计、内部审计的包容。除此之外，

这种观点已无法适用现代于非国有企业中的内部审计了。第二类观点是从不同理

论出发对审计进行不同的解释，这些解释多是从一个侧面以某个经济学(或管理

学)理论为依据进行的，其结论具有片面性，难以对审计的本质做出全面、客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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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第三类取点则抓住了审计的核心，比较全面的反映了审计的本质，即审计

是一种控制。这种观点具有广泛的涵盖性，对内部审计的解释力也很强。

“审计本质是一种控制”的结论决定了企业内部审计也应该是一种控制，但

内部审计又不同于其他形式的审计活动，有其自身的特点。首先，企业内部审计

的发展历程表明，内部审计的产生与发展都源于企业经营管理的需要，内部审计

应为企业的经营管理服务。这是它存在的价值所在。其次，企业内部审计是企业

管理控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担负着控制活动中的衡量实际工作绩效，与既定标准

比较并分析差异原因和提供专业意见等工作，但由于管理权限的划分，内部审计

一般不承担采取并强制执行整改措施的工作，而由具有决策权的管理当局实施。

从这个角度上说，内部审计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完整的管理控制过程，而是管理控

制系统的一部分，是一种“特殊”的管理控制活动。其特殊之处在于，它并不同

于一般的管理行为，行使计划、组织、控翩、决策等管理活动，而是按照管理当

局的职责分工，代替管理当局监督、确认相应的经营管理活动，并向管理层提供

咨询，帮助管理者进一步改进和完善这些经营管理活动。由此可见，企业内部审

计执行的是管理活动中的监督、确认和咨询活动，所具有的职能应为监督职能、

确认职能和咨询职能。这三种职能也与内部审计的目的相对应，查错防弊要依靠

监督职能的有效实施来完成，提高效率和增加价值要依靠对相关的内部控制和风

险管理有效性的确认，寻找其中的缺陷并提供建议等咨询服务来完成。

企业经营管理对内部审计的客观需求是内部审计职能的外在决定因素。这种

客观需求因需求者的身份不同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董事会和监事会对内部审计

的需求；第二类是高级管理层对内部审计的需求。前者源于所有者对管理者受托

责任的监督检查，后者则源于管理控制分工的需要。董事会和监事会由于人员数

量、工作时间、信息获取等方面的限制，难以完全依靠自身的力量去完成各项具

体工作。而内部审计凭借其相对独立的地位，丰富的审计经验和专业的人力资源，

就自然而然的充当了董事会和监事会大部分工作的实际执行者。但仍需强调的是，

内部审计仅仅是董事会和监事会领导下的具体工作者，它所执行的是为董事会进

行决策和监事会进行监督提供相关信息的基础工作，并不能“替代”董事会做出

任何决策或者监事会做出监督行为。高层管理者对内部审计的需求主要是通过内

部审计来监督较低层次的管理者和员工的职责履行情况，并借助内部审计来发现

闯题。解决问题，提高经营活动的经济性、效果性和效率性。现代企业管理的关

键就是内部控制系统和风险管理过程的合理设计、有效实施、客观确认和不断完

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企业管理的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企业管理者将

监督、确认内部控制系统和风险管理过程、提供改进咨询的任务分配给了内部审

计，也即内部审计应具有监督、确认和咨询的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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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无论是从内部审计的内在决定因素来看，还是从内部审计的外在

决定因素来看，现代内部审计均应该履行监督、确认和咨询的职能。

3．3现代内部审计职能定位具体分析——ⅡA的启示

从上节的论述可知，现代内部审计应具有脏督、确认和咨询的职能。1999年

IIA对内部审计的定义也表明了这一观点。以下就内部审计在组织中的职能定位进

行了具体分析。

3．3．1现代内部审计的监督职能

内部审计自从其产生时起，监督职能就始终是其一个基本的职能，只是在内

部审计的不同发展阶段，内部审计监督职能的重要性不同。在内部审计发展到风

险导向内部审计阶段，内部审计的监督职能有所弱化，但基于内部审计的监督职

能是其发挥其他职能的基础，故在此我们仍将内部审计的监督职能单独进行分析。

3．3．1．1现代内部审计监督的内容

内部审计实施监督，依法检查会计账目及其相关资产，监督财务收支的真实

性和合法性，以加强内部管理，遵守国家财经法规，促进廉政建设，维护单位合

法权益，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由此可见，内部审计的监督主要在两大

方面：财务监督与经营管理监督。而内部审计对财务活动的监督应主要集中在对

内部控制运行的监督上p”。

I．内部审计对内部控制运行的监督

由前面的论述可见，内部控制是由一系列控制政策、制度与程序组成的整体

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充分体现了管理者的管理理念、管理风格和对管理目标的追

求。为了确保这些政策与程序得到全面贯彻执行，必须要有监督。内部审计履行

监督职能，其直接目标是确保内部控制的有效运行，以使内部控制的目标能够实

现。很多企业建立了～大堆规章制度与程序，有着一个完美的内壳，但实践中的

履行效果确不尽如人意，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缺乏强有力的监督力量。没有

监督或者监督不力，违反政策、制度与程序得不到明确的惩罚，最终将使之失去

权威，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内部审计身处企业之中，其履行监督职能有着独特

的优势：内部审计本身在企业中不直接参与相关的经济活动，处于相对独立的地

位，又时时处在各项管理活动中，对企业内部的各项业务比较熟悉、对发生的事

件比较了解，是实行内部监督的最好选择。为此，企业在制定规章制度时，应详

细规定发生了违反政策、制度与程序时将遭致处罚的具体情形，一旦内部审计人

员发现有员工违反了相关规定时，可以依章处理。

2．内部审计对公司经营管理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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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中委托代理关系的存在，使公司所有者、经营者成为公司治理的重

要主体，所有者通常以选派董事的方式对经营者的经营活动进行监督。在上述监

督过程中，离不开对会计信息系统的沟通，为了确保各主体获得真实、及时的会

计信息，就必须加强有效的审计监督制度。虽然外部审计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增

强会计信息可靠性的作用，但其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外部监督的监督内容有

限，主要是集中在财务报表的监督上。其次，外部监督是一种事后的监督，监督

的及时性不强。内部审计可以随时随地对公司的经营活动、经营成果、风险管理

等情况进行审计，及时向股东大会和董事会提供信息并报告有关重大问题，实现

所有者对经营者的监督。内部审计的这种监督职能是外部审计无法替代的。此外，

公司所有者在对经营者进行监督时，往往是依靠建立一个内部控制系统来完成的，

从监督系统的有效性出发，内部控制的运行情况及存在的问题需内部审计部门对

其进行有效的考核评价。如前所述，内部审计机构通过及时发现内部控制运行中

存在的漏洞和缺陷，提出相应的改进措施和建议，不断完善公司的内部控制，从

而达到加强公司内部经营管理的目的。

3．3．1．2现代内部审计履行监督职能时应注意的问题

内部审计的监督是内部审计最基本的职能，也是在执行中阻力最大。最难为

他人所接受的一项工作。内部审计人员在执行此项职能时，除应注意自身的工作

态度外，还应注意以下一些问题：

1．一般监督和重点监督相结合

内部审计监督内容十分广泛，涉及企业经济活动的各方各面，但内部审计人

员的精力有限，不可能对所有的事项都进行监督，也不可能对所有的事项都分配

同样的精力。此外，内部审计的工作也受到成本效益原则的限制。因此，内部审

计人员在工作时应按监督对象重要性程度确定监督的力度，对监督对象决定进行

一般监督或重点监督。就拿对会计政策的监督来说，每～类经济业务的会计处理

方法都存在会计政策的问题，从而组成企业的一个完整的政策体系。按会计政策

重要性程度进行分类监督比较科学，容易操作。按会计政策重要性程度进行监督

可分为一般的企业会计政策监督和重大会计政策监督。一般的企业会计政策监督

范围和内容，主要看是否符合企业应遵循的法律规定、会计制度和会计基础工作

规范的要求。重大会计政策监督范围和内容为‘企业会计准则——会计政策、会

计估计变更和会计差错更正》中指出的企业应当在其会计报表附注中披露的会计

政策。

2．静态监督与动态监督相结合

内部审计的监督按对时效性的要求可分为静态监督和动态监督。企业有些监

督对象在某一时间段范围内是处于一种相对不变状态的，内部审计在对这种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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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进行监督时可以进行静态的监督，他们对监督的时效性要求不高，无需实时

跟进，增加监督的成本。而有些活动是需要实时跟进的，内部审计人员应进行动

态的监督。就对企业会计政策监督而言，企业会计政策的静态监督，主要是指检

查企业会计政策制定和运用是否符合相关法规。企业会计政策的动态监督，主要

是对会计政策变更的动态监督，以及在静态监督的基础上审查有无现有的企业会

计政策需要变更。

3．事前监督与事中监督、事后监督相结合

内部审计监督应改变以往单一事后监督的局限性，变事后监督为事前监督与

事中监督、事后监督相结合。事后监督是一种事后发现问题，并寻求解决办法的

监督手段，他对已造成的损失无能为力，从而使内部审计为组织增值的功能减弱。

如果我们对重点领域、重大问题采用事前监督与事后监督相结合的方法，那么就

可以有效的预防决策错误给企业带来的损失，从而可以更好的体现内部审计在组

织中的功能。

3．3．2现代内部审计的确认职能

IIA的‘内部审计职业实务准则》中对确认活动的定义为：客观检查相关证据

以向组织提供有关风险管理、内部控制和治理程序等方面的独立{,Tao't。确认活动

包括几个基本要素：首先，确认项目包括客观获取和评价证据的系统过程；其次，

这些项目需要有事先确立的标准；最后，确认项目涉及到将结果传递给相关使用

者、除服务提供者或者被审核过程与领域中人员以外的第三方。正是这个第三方，

就是审计和确认过程的客户，他们决定着这项服务的价值【35】。也就是说，现代内

部审计的确认职能包含了传统内部审计的评价职能，是传统内部审计评价职能的

发展和延伸。现代内部审计提供的确认服务由于密切关注企业风险以及治理的效

果，可以及时发现对企业存在威胁的因素并挖掘企业增值的机会，体现了内部审

计的最终目的——实现企业增值。

3．3．2．1现代内部审计对风险管理有效性的确认

内部审计对企业风险管理的确认，遵循“目枥卜—一风险——控制”的逻辑顺

序，即首先确认企业目标或某项交易的目标，然后分析对这些目标产生影响的风

险以及能够管理这些风险的控制措施或活动，最后测试实际的控制措施或活动是

否能够切实管理这些风险。这种范式的内部审计，重视与企业目标直接关联的风

险分析，紧密关注高风险领域，并根据风险评估结果调整审计战略、确定审计重

点，从而能提供更相关、更符合管理当局和董事会需求的确认信息，能帮助组织

增加价值并提高经营效率。McNamee(1998)提出了建立在企业风险管理基础上

的风险导向内部审计模式，如图3 2所示， 该模式中，内部审计战略及内部审计

年度计划的制定紧密结合企业战略及企业年度计划，而企业战略及企业年度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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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根据企业目标在识别风险之后确定的p6l。即风险导向内部审计在评估企业风险

管理时关注点不在于所有内部控制的符合性，而是优先选择高风险领域进行控制，

并且着眼于评估具体控制对风险管理的效果。此时，内部审计师的建议不再仅是

强化控制，提高控制的效率和效果，而是如何规避、转移和控制风险，通过风险

管理的有效化来提高企业整体经营管理水平。

囱3．2企业风险与内部审计战略的融合

由于在本文中，我们采用的是COSO的ERM报告对风险管理的定义：风险

管理是由企业董事会、管理层和其它人员影响的一个过程l”】。因此，我们认为建

立健全企业风险管理体系是企业董事会、管理层的责任，所以在此我们认为企业

已建立了风险管理体系，内部审计的职责是对风险管理过程进行确认。按照企业

风险管理的流程，当风险管理部门的风险预警系统预知和识别到风险时，应根据

该风险因素的特点提出采取相关措施的建议，高级管理层根据风险管理部门的风

险报告和采取相关措施的建议制订正式的风险控制程序。所以，内部审计对企业

风险管理的确认至少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确认组织目标制订、风险识别、

风险评估、风险反应和风险监控系统的有效性。

1．内部审计对组织目标制订的确认

组织目标的制订是组织中最核心、最关键的环节。目标制订得不当，会影响

组织后续工作的开展。组织目标的制订受组织内外环境诸多因素的影响，是一个

复杂、带有主观性的工作。因此，内部审计必须对组织目标制订的客观性、是否

得当进行确认。

2．内部审计对组织风险识别系统的确认

风险识别是指对企业所面临的、以及潜在的风险加以判断、归类和鉴定风险



现代内部审计职能定位研究

性质的过程。也就是说，从潜在的事件及其产生的原因和后果来检查风险，收集、

整理可能的风险并充分征求各方意见以形成风险监控列表。组织要识别内外环境

中所有的风险，不管大小都不能遗漏。风险识别实质上是对风险进行定性研究，

内部审计熟悉公司的经营管理过程，以风险敏感性分析为起点开展工作，有效识

别风险。内部审计部门要关注己识别风险的完整性，即企业所面临的主要风险是

否均己被识别出来，并找出未被识别的主要风险。通常要关注的主要风险有：财

务和经营信息不足而导致决策错误，资产流失、资源浪费和无效使用，顾客不满

意、企业信誉受损等ⅢJ。

3．内部审计对组织风险评估有效性的确认

在风险评估活动中，组织要对已识别的风险事件进行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

分析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和产生的影响。由于风险分析的复杂性，所以在很多情况

下要主观判断不同结果发生的可能性。但是，不同背景、经验、职务的人对同一

风险的判断可能不同，带有各自的偏见，缺乏应有的独立性。例如，上级主管可

能出于整体考虑，认为某部门经营风险很高，而该部门负责人则认为风险是在组

织可接受的范围之内。内部审计人员由于特有的地位，可以从客观的角度分析风

险的假设条件、计算方法，从而对管理层的风险评估有效性提供确认服务。

4．内部审计对组织风险反应活动的确认

组织要根据不同的风险水平决定应采取的策略和方法，决定是避免风险，接

图3．3内部审计在ERM中的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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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风险，还是控制风险。内部审计人员的主要工作在于分析、确认风险应对措施

的有效性，风险回报的合理性等。如果组织不能承受该风险或者风险应对措旎成

本过高，则这种风险控制的措施将是无效的。

5．内部审计对组织风险监控系统有效性的确认

组织管理层制定了风险防范措施后，企业风险并非就不存在了，随着时间的

推移，风险还可能会变大或者减少。因此，需要时刻监控风险的发展与变化情况，

并确定随着某些因素的出现或消失而带来的新的风险。风险监控包括两个层面的

工作：其一是跟踪已识别风险的发展变化情况，关注风险产生的条件与导致的后

果变化，衡量风险应对措施的需求。其二是根据风险的变化情况及时调整风险应

对措施，并对己发生的风险及其遗留风险和新增风险及时识别、分析，并采取适

当的应对措旌。对于已发生过和己解决的风险应及时从风险监控列表调整出去。

内部审计可以通过持续监控、个别确认来监控企业的风险管理活动o。内部审计对

风险管理过程的确认职能如图3．3所示。

3．3．22现代内部审计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的确认

按照最新的内部控制框架——企业风险管理框架，内部控制包括八个因素。

其中目标制订、风险识别、风险评估、风险反应和监控在内部审计对风险管理有

效性的确认中己做了具体的分析，在这里我们主要论述内部审计对内部环境、控

制活动、信息和沟通的确认。

1．内部审计对内部环境有效性的确认

内部环境是指影响组织经营的内部因素，包括道德指引、激励机制、管理哲

学和经营风格、职权与责任机制等因素。内部审计对内部环境的确认应包括以下

方面：应对组织的道德文化是否适合组织的发展、是否积极健康进行确认；对组

织的激励机制设计是否适当。是否能激发员工的志气。激励机制是否得到有效执

行进行确认；对组织的管理哲学和经营风格是否能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是否及

时学习国际先进管理理念等进行确认。对组织职权配置与责任安排是否妥当，各

层次人员是否能积极、有效履行职责进行确认。

2．内部审计对控制活动的确认

组织的控制活动包括预算控制和预测控制、报告控制、实物控制、预警控制

和职责分离控制，每项控制活动都关系到组织目标的实现。因此，内部审计应对

组织的各项控制活动是否有效进行确认。将获得的信息及时反馈给组织管理层，

对无效的控制要及时改进以纠正偏差，对有效的控制是否有可以完善的地方提出

建议。

3．内部审计对组织信息与沟通有效性的确认

。林图．内部审计在现代企业风险管理中的职责与作用．财会通讯．20D5』11)：5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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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必须及时获取、正确处理和报告为到达组织目标所需的所有财务和非财

务信息，因而必须建立信息系统。信息系统不但要满足日常经营管理需要，而且

还要满足战略决策需要。信息系统的设置和运转还必须满足组织内外沟通的需要

[39]o内部审计应就组织信息传递和沟通的有效性进行确认，以满足管理层决策的

需要。

3．3．2．3现代内部审计对公司治理效果的确认

当前内部审计理论及实务中关于内部审计对治理效果的确认内容、方法等方

面研究还很少。国际内部审计师协会(ⅡA)在其发布的《内部审计实务框架标准》“工

作标准2130一治理”中论述了内部审计在治理方面的工作性质：内部审计活动应

该确认组织的治理效果，为组织的治理作贡献1271。IIA的《内部审计实务框架标准》

建议内部审计对公司治理内容的确认可以归纳为两点：一是围绕企业文化、治理

结构和政策等的治理环境的确认；二是对治理环境具有促进作用的具体治理过程

的确认。

1．内部审计对治理环境的确认

治理环境就是指企业文化、价值观、治理结构及政策等，良好的治理环境是

公司治理的基石。内部审计对治理环境的确认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

(1)确认公司治理结构和政策的有效性。公司治理结构和政策应该反映其合法

性、可操作性，同时报告组织中各种各样的参与者，这些参与者在公司治理方面

也应该被赋予清晰的权利和承担明确的义务。在公司治理结构和政策方面，内部

审计部门能够协助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确认组织是否拥有～个适应企业风险和环

境变化的完整的公司治理结构，确认组织政策是否适应组织发展的需要。如果拥

有的话，内部审计部门应同时确认其有效性。如果企业缺乏如此完整的公司治理

结构和政策，内部审计应帮助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制

订适当的政策。需要说明的是，内部审计在其中起到的是～种协助作用，公司治

理结构的完善和政策制订的最终责任在管理层。此外，内部审计能够帮助公司治

理结构的基本参与者之间沟通交流关于企业目标、活动、和成果等信息。

(2>对公司治理中文化和道德因素有效性的确认。有效的公司治理需要一种鼓

励良好的公司治理和强调道德标准的企业文化。因此，内部审计在确认企业的文

化标准和道德程序并且指出任何与治理相关的缺陷方面将大有作为。在2004年6

月ⅡA悉尼国际大会上，全球内部审计师在建立企业文化方面取得了共识：遵守法

律的企业文化是促进企业成功，防止企业失败的重要基石。在进行具体的确认活

动时可以参考IIA“实务公告2130一内部审计部门和内部审计师在组织道德文化
中的作用”。该公告中指出治理过程是指组织履行以下四种责任的行为方式：遵守

法律和规章；遵守公认的业务规范、道德观念并满足社会期望；为社会提供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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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并增强利益关系方的长短期利益；全面地向业主、执法人员、其他利害关系

方和一般公众报告，保证对公司决定、行为、行动和业绩负责【271。这个实务公告

在2004年1月被IIA重新修订，规定“内部审计应该定期地确认组织的道德状态”。

内部审计部门应该采取措施证实其在整个组织的有效性。内部审计通过调查问卷

和其他方法能够确认组织道德程序的目前状态，同时定期地对某些问题进行再确

认。

(3)确认审计委员会的行为。审计委员会对治理结构及其相关程序的有效性负

最终的责任。<萨班斯法案》要求公司的审计委员会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要求所

有的上市公司对其内部审计职能是否得到充分发挥出具有关的证明【柚l。正因为如

此，将审计委员会的行为与章程中规定的有关其作用和职责的部分进行比较是十

分重要的．内部审计人员在审计委员会的要求下应经常对其职责的遵循情况进行

确认。实际上，把这些职责和实践与企业范围内公司治理的成果结合起来是必要

的。内部审计人员应把这些确认看成是给审计委员会提供的非常有意义的建议和

忠告【4“。

(4)对企业风险管理行为进行确认。与审计委员会不同，经理层直接对组织风

险管理负责。审计委员会和董事会需要确认经理层是否有效地履行了其职责。内

部审计可以协助董事会和审计委员会对企业风险管理行为进行确认。在风险管理

领域，内部审计为了确认风险管理行为的有效性，应该对组织内部风险管理结构、

行为、政策及报告从上到下进行全面地了解。此外，内部审计应了解组织风险概

况，并确认风险管理结构和程序与了解到的情况一致。内部审计把组织的风险管

理结构与新的COSO企业风险管理框架进行比较是非常有用的。

2．内部审计对治理过程的确认

治理过程就是指对治理环境有促进作用的一些具体行为。IIA对治理过程的定

义是：“组织的投资入代表，如股东等所遵循的程序，旨在对管理层执行的风险和

控制过程加以监督【42l。”内部审计对治理过程的确认主要有以下几点：

(1)确认组织战略的制定和执行。组织战略的制定和良好的公司治理之间存在

着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现在己引起高级管理层和内部审计团体的关注。组织战

略制定过程是公司治理的核心问题之一，它决定着企业的发展。然而，组织战略

的制订需要对组织优劣势和组织面临的威胁和可能的机会有全面、深刻的了解，

需要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是一项极其复杂的工作。因此，它需要内部审计的参

与。内部审计能够通过确认企业的战略制定和执行过程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

(2)确认公司治理业绩考核措施。正像企业按常规衡量和确定各种经营活动是

否能够有效的执行那样，企业能够衡量和确定其治理成效。内部审计部门在确认

这些业绩考核措施的正确性和可靠性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内部审计应该确定

企业是否己经建立了与公司治理活动相关的业绩考核措施。如果业绩考核措施被

3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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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内部审计应确认其功能、范围和有效性，确认这些考核措施和公司治理活

动的关联性。内部审计部门可以通过调查问卷等方式确认治理业绩措施的存在和

其有效性。

(3)确认舞弊控制和沟通过程。安然等～系列舞弊事件的爆发使得反舞弊行为

己经从事后的符合性调查转变为集中在舞弊的预防和早期发现上。在确认舞弊方

面，内部审计需要确定组织是否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以实现各种反舞弊预防和诊

断。在执行舞弊控制确认中，内部审计需要注意以下几点：企业是否建立了有效

的预警机制和沟通渠道来帮助高级管理层和审计委员会及时地注意到舞弊行为：

建立在预警机制基础上的治理过程是否能鼓励员工的积极参与、提供机密信息：

员工是否有理由相信他们提供了机密信息后将不会遭到打击报复。

(4)确认薪酬政策和相关的过程。现在，经营管理者的薪酬经常引起对公司治

理政策和程序的批评，使企业的声誉产生潜在的危险。因此，需要内部审计部门

对企业的薪酬政策及相关过程进行全面的确认。在进行薪酬确认时，内部审计应

做到以下几点：检查经营管理者的激励程序，薪酬的透明度，与薪酬相关的报告、

监督和特殊的规定，确认和核实组织为了达到整体的薪酬目标而采取的程序是否

有效。

内部审计作为公司治理的四大基石之一【43】，在公司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内部审计确认公司治理时主要围绕企业文化、治理结构和政策等治理环境和对治

理环境具有促进作用的治理过程展开的，从公司治理的文化道德因素、审计委员

会的行为和内部审计的组织和结构等方面进行确认。

3．3．3现代内部审计的咨询职能

‘内部审计职业实务准则》将咨询活动界定为：提供建议及相关的客户服务

活动，其性质与范围通过与客户协商确定。目的是增加组织价值并提高组织的运

作效率【3蜘。由此可见，内部审计的咨询服务是从传统内部审计的评价并提供建议

的服务中分立出来的，其拓展了内部审计的服务内容，直接为公司参与者提供建

议，使服务更有价值畔I。内部审计部门在以往执行评价职能的同时，就发现的问

题向管理层提供建议服务，只不过当时的这种服务主要是防护型、消极性的，只

是为了辅助控制，对组织风险的关注极少。如今的咨询服务是主动型、积极性的

服务，其关注重点在企业的重大风险管理领域。内部审计通过向管理者提供咨询

服务达成对组织经营与控制的直接改善。由于内部审计人员对本组织的情况最为

熟悉，对内提供咨询服务有独特的优势。

3．3．3．1现代内部审计提供咨询服务的内容

内部审计咨询服务的范围极广，可涉及企业各方各面，但是，内部审计人员

的精力有限且受到成本效益原则的限制，其提供咨询服务的重点应该是组织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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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内部控制和公司治理领域。内部审计人员通过对企业风险管理和公司治理

有效性的确认后，会发现组织在风险管理和公司治理中的许多不足，因而可以就

此向管理层提供咨询服务，协助管理层完善风险管理、内部控制和公司治理，更

好的体现内部审计对组织的增值功能。

内部审计可以通过评估并运用风险管理的方法，帮助组织解决风险问题：通

过咨询工作积极协助企业风险管理过程的建立与完善。

在风险识别系统中，内部审计应在确认活动的基础上就企业所有重大风险是

否都己识别出来向管理层提供咨询，帮助管理层有效识别所有风险，减少风险未

被识别带来的潜在损失。

在风险评估活动中，组织要对已识别的风险事件进行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

分析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和影响。由于风险分析的复杂性，所以在很多情况下要主

观判断不同结果发生的可能性。但是。不同背景、经验、职务的人对同一风险的

判断可能不同，带有各自的偏见，缺乏应有的独立性。例如，上级主管可以出于

整体考虑，认为某部门经营风险很高，而该部门负责人则认为风险已在控制范围

之内。内部审计人员应从客观的角度分析风险的假设条件、计算方法来评价风险，

提供专业咨询。

在组织的风险反应活动中，内部审计应就组织对风险采取的措施是否适当提

供咨询，内部审计人员应特别关注是否存在放弃能增加组织价值的项目，而事实

上该项目的风险是在组织可接受的范围之内的情况。

在组织的风险监控活动中，内部审计应就组织的风险监控活动提供实时咨询。

内部审计应关注组织风险监控系统是否真正发挥作用，并就其存在的缺陷和需要

完善的地方向管理层提供咨询服务。

内部审计就内部控制有效性提供咨询应侧重于以下方面：组织内部环境、控

制活动、信息和沟通。内部审计人员应就内部控制制度设计和执行中存在的河题

向管理层提供咨询，积极协助管理层完善内部控制。

内部审计就组织公司治理效果提供咨询应包括对治理环境和治理过程的咨

询。内部审计对治理环境的咨询集中在公司治理结构和政策、治理文化和道德因

素等方面。内部审计就治理过程提供咨询的内容主要包括：舞弊控制和沟通过程、

薪酬政策和相关过程、财务治理过程、组织战略的制订和执行过程。

3．3．3．2现代内部审计咨询服务的特点

内部审计咨询服务，是指内部审计机构按照相关法规、组织规则等规定和程

序，依据审计和调查获取的资料和信息，经过综合分析，加工提炼，形成信息源，

为决策者解疑释难，提供决策依据的一种审计活动【4卯。内部审计咨询服务不同于

其他性质的服务，它是积极的、主动的、无偿的，它具有自身的特点：一是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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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具有建议性。内部审计咨询服务活动不同于其它审计活动，它所形成的结果

不同于审计结论，更区别于审计决定，所具有的效力不带有任何强制性，是一种

建议性活动。二是实用性。内部审计咨询活动提供的信息，应具有较强的针对性

和实用性，应是实践的总结，是经验的概括，其目的在于应用，最终实现组织增

值。三是时效性。内部审计咨询服务的对象是企业的各级决策者，这种服务要求

有较强的时效性。要利用时机，抓住战机适时提供咨询服务。尽可能做到咨询为

领导所求，服务为决策者所需。四是预见性。内审机构要通过日常的工作，广泛

收集相关资料，站在宏观决策的高度，针对组织经营管理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提

出一些有预见性的审计建议。五是连续性。内部审计咨询服务要注意连续性，对

每个经济事项咨询有始有终，首尾相接，使咨询意见连续一致，这样便于领导决

策。

3．3．3．3现代内部审计的监督、确认与咨询职能的关系

内部审计的监督、确认和咨询三个职能之间并不是相互独立的发挥作用，他

们之间存在着相互关系。第一，内部审计的监督职能是内部审计最基本的职能。

内部审计的确认和咨询是适应组织环境的变化而提出来的两种职能。内部审计通

过提供确认及咨询服务，帮助组织实现价值增值。第二，监督是对企业财务收支、

经济效益和经济效果的监督。确认是根据客户的标准和要求对特定领域进行评价

并提供其需要的信息，能够用于改善决策，提高决策科学性，其更为对象化和目

标化，可针对不同的服务对象提供不同方面的确认服务，如对风险管理的充分性

和有效性做出确认、对公司治理的有效性做出确认。咨询服务是直接为组织管理

当局提供专业建议，改善其经营管理状况。咨询服务的开展是以内部审计在监督

和确认过程中掌握的信息为基础的。第三，确认服务的对象一般是被审计单位管

理当局以外的第三方关系人，该服务是否有价值由其决定；因此，内部审计在履

行其确认职能时，应自始自终保护第三方的利益；而咨询服务的服务对象一般是

被审计单位的管理当局。咨询服务所增加的价值取决于该服务对企业管理活动的

价值。由此可见， 确认服务与咨询服务的主要区别在于是否存在除了内部审计人

员、被审计单位以外的第三方关系人。咨询服务仅包括两方关系，被审计单位管

理当局即为咨询服务的服务对象。无论何种服务，现代内部审计都十分强调服务

对象的需求， 根据不同服务对象的需求调整服务内容，从而实现内部审计的增值

目标【3扪。

综合以上论述，可将内部审计的职能用图3．4来概括：内部审计的最终目标是

实现组织增值，其实现方式有二：其一，通过为组织提供增值服务；其二，减少

组织潜在损失。内部审计通过履行其在组织中的监督、确认和咨询职能实现其为

组织增值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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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我国现阶段内部审计职能定位现状及改进对策

IIA对现代内部审计职能的定位代表着国际先进水平，本章旨在通过我国内部

审计职能现状的分析，找出我国内部审计职能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并提出～

些改进措施。

4．1我国现阶段内部审计职能定位现状分析

内部审计职能作用的发挥是通过其在组织内部开展相应的审计工作，完成相

应的审计项目来实现的。因此，通过对我国内部审计工作内容的分析，可以了解

我国内部审计履行的职能。

王大力、李瑞红在2006年对我国内部审计的现状进行了调查，调查显示我国

内部审计的工作内容仍以传统的财务收支审计为主脚l。作为内部审计工作内

容，财务收支审计的被选率超过80％，其他审计内容数据如表4．1所示(表中省略

了部分内容1。

表4．1 2006年内部审计工作内容调查

财务 内部控制 经济责任 经济效 基建工 舞弊 经济合同
审计内容

审计 评审 审计 益审计 程审计 审计 审计

比例(％) 80 60 60 45 40 30 28

云南财贸学院内部审计课题组1999年对我国内部审计调查显示，我国内部审

计开展的主要工作与王大力等的调查显示比较～致M，具体调查数据如表4．2所示

(表中省略了部分内容)。

麦4．2 1999年内部审计工作内容调查

财务 内部控制 经济责 经济效益 工程 法纪 经济合同
审计内容

审计 评审 任审计 审计 审计 审计 审计

比例(％) 92．3 53．8 87．2 82．1 46．2 41．0 46．2

从上述表格来看，在被调查企业中，当前内部审计工作排列在前四位的集中

在财务审计、经济责任审计、经济效益审计和内部控制评审。2006年与1999年相

比，我国财务审计、经济责任审计的比例有所降低，内部控制评价的比例确有所

上升。这可以说明，我国内部审计渐渐由原来的经济监督转变到评价职能上来，

且对内部控制的评价在增强。这符合我国当前企业的实际情况。财务审计是传统

的审计内容，且审计人员擅长于此；经济责任审计迎合了当前广泛开展领导人经

济责任审计的潮流；经济效益审计一般是对生产力要素运用、管理职能、管理素

质、管理手段等方面的审查和评价。现阶段企业的经济效益审计实务中往往以财

务指标的分析和评价为基本内容，较少涉及管理决策等深层次问题。经济效益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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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的广泛开展源于我国企业经济效益普遍不高，迫切需要提高经济效益的强烈要

求。内部控制评审是提高审计效率，完善组织内部控制所不可缺少的。

4．1．1我国现阶段内部审计的监督职能

我国现阶段内部审计的监督职能主要集中在经济监督，包括对财务收支的监

督，对经济责任、经济效益的监督。对被审对象的财务收支和其他经济活动进行

检查和监督，以衡量和确定其会计资料和其他资料是否正确、真实，其所反映的

财务收支和其他经济活动是否合法、合规、合理、有效，检查被审对象是否履行

其经济责任，有无违法违纪、损失浪费等行为，追究或解除其所负经济责任，从

而督促被审单位纠镨防弊，遵守财经纪律，改迸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

我国内部审计监督层次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对公司经理层进行监督，向董

事会汇报情况；二是对公司内部各部门进行监督，向公司管理层汇报情况。现代

企业由于经营规模、业务的扩大，经营方式的多样化，管理层次的多级化及生产

经营地点的分散化，使各管理当局面对纵横交错的生产经营系统，不可能事必躬

亲地直接控制各生产经营环节及有关的经济活动，这就客观上需要有健全的审计

监督机制。监督企业所属各经济责任承担者按既定的目标、方针、政策、制度、

计划、预算等的要求认真履行其承担的经济责任。并揭露违法违纪、营私舞弊、

贪污盗窃、损失浪费以及经营管理中的弊端，达到加强企业控制、严肃企业制度、

加强企业管理的目的。

4．1．2我国现阶段内部审计的评价职能

我国现代企业中内部审计的评价职能己显得越来越重要，内部审计在履行监

督职能的基础上逐渐以履行评价职能为主，经济评价就是通过审核检查，评定被

审单位的计划、预算，决策、方案是否先进可行，经济活动是否按照既定的决策

和目标进行，经济效益的高低优劣，以及内部控制制度是否健全、有效等，从而

有针对性地提出意见和建议，以促进企业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

我国内部审计经济评价是以对内部控制的评价为基础的，通过对内部控制的

评价从总体上把握企业的重要经营活动。对内部控制的充分性与有效性进行深入

的评价，包括企业管理、经营及信息系统控制等。评价体系可以设定为制度建设

评价、制度执行评价和制度保障评价三大部份。制度建设评价属于内部控制健全

性的评价范畴，主要评价企业制度建设是否健全，制定的经营方针、政策和规章

制度是否符合国家相关政策、法规的要求；制度执行评价属于内部控制遵循性评

价范畴，主要评价企业各部门执行内控制度的过程和结果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制

度保障评价主要是对企业监管保障部门职能履行情况的评价。通过评价内部控制

状况，衡量内部控制体系的建立程度和有效性，寻找内部控制薄弱环节，向企业

管理层和相关部门提出强化内部控制建设的措旆，完善内部控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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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国内部审计工作内容可见，我国内部审计目前履行的主要是监督和评价

的职能，内部审计方法也是以评价内部控制为主，而很少涉及企业风险管理领域。

这与我国2003年颁布的《审计署关于内部审计工作的规定》和2003年发布的<内

部审计基本准则》中对内部审计职能的表述也一致。由此可见，我国现阶段内部

审计履行的职能主要为监督与评价，且监督和评价的层次较低，内部审计在企业

风险管理中的作用有限。

由此可见，我国内部审计职能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存在比较明显的差距。

我国内部审计在组织中的增值作用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

4．2影响我国现阶段内部审计职能的因素分析

我国内部审计受管理体制、职能定位、人员素质、法律法规等多方面因素的

影响，缺乏必要的独立性和足够的权威性，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许多人误认为

内部审计是在本单位负责人的领导下开展工作的，只是“奉命行事”，内部审计

报告也不具有法律效力，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内部审计必然陷入一种被动和无

所作为的困境，内部审计的治理作用也只能是“纸上谈兵”了。目前，影响我国

内部审计职能的主要因素如下：

第一，内部审计与组织治理之间存在潜在的结构性冲突。如图4．1所示，内部

审计通常服务于参与治理过程的各相关方【糯】，如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外部审计

和高级管理层，但是，内部审计也为治理对象提供服务，如一般管理层以及财务、

信息技术管理和业务等各组织部门。因此，内部审计经常被要求服务于两个对象：

负责治理的人和被治理者[49J。内部审计既要监督和评价管理层的经济活动，同时

又为管理层提供咨询，向董事会和审计委员会报告，内部审计在组织中这种特殊

的地位，使内部审计在组织治理中存在潜在的结构性冲裂⋯。

图4．I内部审计在组织治理中潜在结构性冲突

第二，现行的内部审计机构的设置模式导致内部审计地位不高，独立性不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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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影响内部审计作用的发挥。廖洪、邹冉(2006)对我国企业内部审计遇到的困难

以及我国企业内部审计的情况，做了一个深入的调查，有关内部审计机构设置韵

调查结果如表4．3所示【”】。云南财贸学院内部审计课题组1999年的相关调查数据

如表4．4所示。

裹4．3内部审计在组织内的till关系

隶属领导关系 总经理 财务副总经理 总会计师 董事长 监事会

数量(家) 4 10 7 8 8

百分t匕(％) 10．8 27 19 21．6 21．6

表4．4内部审计机构设置

隶属
受董事

会或审
受监 受总经 受副总经 受财务总 受财务 受党委

领导 事会 理或总 理或副总 监或总会 经理领 书记领
受纪委书

计委员 记领导
关系 领导 裁领导 裁领导 计师领导 导 导

会领导

户数 2 3 24 6 2 3 2 7

比重
4．1 6．1 49 12．2 4．1 6．1 4．I 14．3

％

从上述表格可见，在2006被调查的企业中，有21．6％受董事会领导，21．6％受

监事会领导，10．8％的企业隶属于总经理，而在1999年的调查中，有4．1％受董事

会或审计委员会的领导，6．1％受监事会领导，49％的企业隶属于总经理或总裁，

由此说明，我国内部审计的地位总体上有所提升，但大多数内部审计地位仍不高，

这样会直接导致内部审计的独立性和权威性缺失。独立性是内部审计区别于企业

内部其他职能部门的重要标志，无论是内部审计还是外部审计，离开独立性，审

计结果将毫无意义。内部审计的独立性是相对的独立性，它是相对于除内部审计

之外的其他部门而言的。它代表企业董事会或管理当局对其他部门、非内部审计

部门人员开展的业务活动及其成果、内部控制执行情况以及效果进行监管。但是，

我国由于种种原因，企业内部审计独立性实际上被大大削弱了。许多企业将内部

审计与纪检、监察合并在一起，有些企业的内审甚至隶属于财务部门，或者根本

就没有设置专门的机构而是只配备一些专职、兼职的审计人员。这种管理体制导

致内部审计在企业中的地位低下，严重影响了内部审计的独立性[461。

第三，内部审计入员专业素质不高，制约了我国内部审计作用的发挥。随着

经济的发展，组织环境日益复杂化、风险日益增加。内部审计的职能也随之发生

变化。从最初的经济监督职能发展到现代公司治理层次的确认与咨询职能，随着

内部审计职能的不断发展，对内部审计人员的挑战也越来越大。面对内部审计的

发展和变化，内部审计人员应不断提高自身的专业素质，扩大知识领域，以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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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工作质量，满足现代审计对内部审计人员提出的要求。严晖根据王光远《消

极防弊、积极兴利、价值增值——20世纪内部审计的回顾与思考》整理的IIA及
有关专家关于内部审计人员专业结构的调查结果如表4 5122I。

表4．5 IIA关于内部审计人员专业结构的调查

调查主体及调查年份 调查内容及情况

公司内部审计人员的专业结构：注册会计师为29％；公司会计师为
IIA(1968)

31％；工程师为l％；其他专家39％

公司内部审计人员专业结构：注册会计师为59％：公司会计师32％；
IIA(1979)

税务专家4％；工程师8％；数据处理人员47％

称职的内部审计人员应具备的知识结构(按重要性排歹D：分析推理；

沟通：审计理论与实务；职业道德规范；组织理论；社会学；舞弊

IIA(1993) 的预防与侦查；电子计算机；财务会计渍料收集技术；管理会计：

政府组织及其运作：法律；财务管理：税务：数量方法；市场营销

学：统计学；经济学：国际观

有关专家1995 称职内部审计人员应获得的注册证书按支持率分为：注册会计师

92％；注册内部审计师75％：注册信息系统师62％：特许银行审

计师32％；人寿管理协会成员lO％；注册管理会计师10％；注册

信托和财务咨询师9％；注册舞弊检查师黔0；工商商管理硕士6％

由此可见，对内部审计人员的专业素质的要求在不断提高，其知识面涉及会

计、审计、计算机知识、管理、税务、数理统计等方面。我国江苏省内部审计协

会2006年的调查显示，我国内部审计人员的专业背景及内部审计人员职称、学历

情况如表4．6、表4．7所示f521。

衰4．6我国内部审计人员专业结构

专业 专业比例 职称比例

财务会计与审计 48％ 79％

法律、统计、金融、管理 43％ 8％

机械制造和建设工程 9％ 7％

表4．7我国内部审计人员学历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比较

学历 大专及以下 本科生和研究生

我国比例 67％ 33％

国际先进水平 34％ 66％

由上面表格数据可见，我国内审人员还存在人员素质偏低、学历不高、专业

结构不适合内部审计发展的现象。我国内部审计人员主要是财会与审计人员，对

计算机、金融、统计、法律等方面的知识了解不多，因此也就阻碍了我国内部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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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职能的充分发挥。

第四，企业领导对内部审计的认识和重视程度不够。企业领导对本企业内部

审计职能的影响因素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企业领导是否经常听取内部审计工

作汇报、企业领导对内部审计报告中提出问题的态度。廖洪、邹冉2006年对此的

调查结果如表4．8、表4．9所示f5l】。

表4．8被调查企业领导昕取内部审计工作汇报情况

领导听取审计工作汇报情况 经常 偶尔 很少 合计

户数 36 30 0 66

比饲(％) 54．5 45．5 O loo

囊4．9被调童企业对内部审计报告中提出问置的态度情况

领导对审计报告中提 十分重视并及 经常督 重大问题才 偶尔督 很少督 合

出问题的态度 时督促处理 促处理 督促处理 促处理 促处理 计

户数 7 14 34 7 4 66

比例(％) 10．6 21．2 51．5 10．6 6．1 100

由上述表格可见，只有54．5％的企业领导经常听取内部审计工作汇报，45．5％

的企业领导偶尔听取内部审计工作汇报。被调查企业领导对审计报告中提出的问

题的态度是：有21．2％的企业领导经常督促处理；有51．5％的企业领导只有在出现

重大问题时才督促处理；企业领导听取工作汇报是对内部审计工作在行动上的支

持，是解决内部审计人员在工作上遇到困难的有效途径，也是给予内部审计人员

精神鼓励的最好方式。而审计报告中提出的问题能否最终被解决和落实，既关系

到内部审计职能能否有效发挥，又关系到预期审计目标能否实现。

第五，内部审计工作没有得到企业其他人员的认同，影响内部审计职能的发挥。

内部审计工作能否得到企业其他人员的认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内部审计开展

工作能否得到组织中其他人员的协助，从而影响内部审计职能的发挥。廖洪等2006

年对66家企业的调查数据显示我国内部审计工作没有得到企业中其他人员的认

同。88％的被调查者认为内部审计有必要，但是认为自己单位内部审计执行情。况

较好的确寥寥无几【，¨，具体数据如表4．10、表4．1l所示

表4．10职员对内部审计的认可程度

有必要 无必要 说不清 可要可不要 没发表任何意见

数量(家) 58 l 3 2 2

百分比(％) 88 1．5 4．5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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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1职员对内部审计的态度

职员对内部审计的态度 好 一般 其他

数量(家) 15 40 ll

百分比(％) 22．7 60．6 16．7

第六，企业内部审计制度建设不完善对内部审计职能的影响。企业内部审计

制度建设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内部审计工作的制度化和规范化，从而影响其

职能的发挥。～个企业的内部审计能否有效地发挥其职能作用，对企业经营管理

的健全和经济效益的提高有显著影响，而企业内部审计制度是否完善又影响着内

部审计工作的开展。江苏省内部审计协会2006年就此的调查结果如表4，12i记】。

表4．12被调查企业内部审计制度建设的情况

内部管理制度建设情况 有健全的成文制度 没有成文制度 合计

户数 53 83 136

比例(％) 38，97 61．03 l∞

从调查结果来看，有39％的被调查企业有健全成文的内部审计制度，有61％的

被调查企业没有成文的内部审计制度。这说明我国企业在内部审计制度建设方面

还很欠缺。

4．3改进我国现阶段内部审计职能定位现状的对策

从上面的分析可知，制约我国内部审计职能的因素很多，我们应针对这些不

足进行改进，以使我国内部审计的职能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从而促进我国内部

审计事业的发展。

第一，明确内部审计职能定位，协调内部审计在组织中的关系。内部审计在

组织中潜在的结构性冲突大多是由内部审计在组织中的职能定位不明确造成的。

因此，应明确我国内部审计在组织中的职能定位。IIA将内部审计定义为“是～项

独立、客观的确认和咨询活动，其目的在于增加价值和改进组织的经营。它通过

系统化、规范化的方法，评价和改进风险管理、控制和管理过程的效果，帮助组

织实现其目标”。虽然我国内部审计所处的环境与IIA对内部审计定义时所基于的

环境存在差异，但是，内部审计的确认与咨询服务密切关注企业的风险管理、内

部控制和公司治理，这样更接近企业的目标，更加有利于内部审计在组织中增值

作用的发挥。由此可见，我国内部审计的职能应由监督和评价逐步转入确认与咨

询。其次，要协调内部审计在组织中的关系。内部审计与公司治理目标～致——

增加组织价值，因此，他们之间存在协调的空间。内部审计部门应进行审计战略

的转移，采取系统化、规范化的方法对风险管理、控制及治理程序进行评价，提

高效率，从而帮助实现组织的目标。新的角色定位要求内部审计积极参与价值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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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活动。内部审计在参与价值创造的同时，要让公司治理的参与者(董事会、高

级管理层、其他利益相关者)了解其在价值创造过程中的贡献和存在的必要性、

重要性，从而起到协调内部审计在组织中的关系的作用。内部审计关注的活动也

应提升至公司治理的层次，而不再是过去针对个人或某一部门的活动。

第二。设置合理的内部审计组织模式。内部审计的组织模式及职权必须符合

公司治理的要求。IIA在其颁布的‘内部审计实务框架标准》中对内部审计机构的

领导隶属关系提出了下列要点：(1)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人应对组织中一个具有足够

权力的负责人负责；(2)内部审计机构应与董事会之间能直接交流信息；(3)内部审

计机构负责人的任免，应由董事会一致同意确定；(4)内部审计机构的年度审计工

作项目计划、人员计划及财务预算，应提交高级管理层和董事会备案；(5)内部审

计机构应每年一次或在必要时多次，向高级管理层和董事会提交工作报告；(6)内

部审计机构应定期评价‘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宗旨、权力和职责是否继续适用和

有助于完成任务，并通报给高级管理层和董事会【3m。

审计委员会制度的引入为满足上述要点提供了条件，内部审计有了比较合理

的组织模式可供选择，即董事会下设审计委员会，审计委员会组织领导内部审计

工作。内部审计部门向审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在审计委员会的职能方面，我国

目前相关法律法规盲目照搬英美模式，造成监事会、审计委员会与内部审计的职

责规定存在着许多相似甚至重叠，监督机构的具体职能与其组织地位不相匹配等

问题。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入和体制的不断完善。这些不完善之处都会得到改善。

第三，提高内部审计人员的综合素质。随着公司治理的不断完善，内部审计要

熟悉企业战略、目标和计划，了解企业经营管理的各项职能，只有这样才能为不

同层次以及不同职能部门的公司治理的参与者提供他们所需要的服务。因此，内

部审计人员必须具备广博的知识和多元化的技能。我国企业的内部审计人员大多

来自财务会计岗位，因此在经营管理等业务方面能力有所欠缺，知识结构也很不

合理，应该逐步在内部审计机构中增加非会计专业背景人员，以组成具有各方面

综合能力的内部审计项目组展开多种类型内部审计。另外，要注重内部审计人员

的培训，可行的做法是让内部审计人员在企业内部各个不同的职能部门轮岗实习，

熟悉各项具体业务流程。另外，国外内部审计机构通常会成为企业的培训基地，

既能够使企业成员全面了解整个企业范围的控制和风险的有关知识，又能够保持

与企业其他部门的良好人际关系，这也是值得我国企业借鉴的做法。

第四，强化企业领导的法律责任，不断提高其管理意识和管理水平，促进内

部审计职能的全面实现。我国<审计署内部审计工作的规定》中虽然规定了本单

位主要负责人或权力机构应当为内部审计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和前提保证，应大

力支持内部审计工作，但却忽略了一项非常重要的规定，即如果本单位主要负责

人或权力机构不支持内部审计又该怎么样处理。因此，我们期盼着相应的法律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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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尽快出台，明确企业管理者的法律责任，并在实际中严格执行，从而使他们意

识到必须提供真实可靠的会计信息，促使其重视并加强内部审计工作。国际内部

审计师协会的《内部审计实务标准》也指出：“内部审计师必须取得高级管理层

和董事会的支持”。因此，内部审计的内向性特征决定了要充分发挥内部审计的

作用就应强化企业领导的责任。

第五，建立良好的内部审计制度并使其有效运行。我们这里说的内部审计制

度主要是指企业对有关内部审计工作的规定。内部审计制度是企业管理现代化的

产物，它全面渗透到企业的所有职能部门和生产经营活动中，成为企业实行有效

管理的必要手段。内部审计对于现代企业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商效率、高增值

的的内部审计离不开完善的内部审计制度。内部审计制度的健全和有效与否，直

接关系到内部审计地位的高低和作用发挥的程度。

第六，改进内部审计的技术与方法。首先，内部审计应该充分利用先进的计

算机技术。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以及内部审计在公司治理中地位的逐步提高，

内部审计部门应在公司内部建立一个完善、高效的审计信息化系统和审计操作平

台。其次，要改变内部审计的审计方法，逐步实现审计过程的三个转变：从单一

的事后审计转变为事后审计与事中审计、事前审计相结合；从单一的静态审计转

变为静态审计与动态审计相结合；从单一的现场审计转变为现场审计与远程审计、

非现场审计相结合，同时在每个转变过程中都应注意风险管理的运用，既要关注

经营管理行为中可能出现的风险，又要关注公司治理过程中的决策风险与经营风

险。例如，中国石油股份有限公司将事后监督评价转向事前预警、防范。西气东

输是中石油的大工程，保证其规范化管理十分重要。内部审计部门将审计关口前

移，在工程建设初期就派审计人员实行全过程的跟踪审计。对于初步设计、招标、

物资采购、征地、工程施工等各项工作，审计人员都及时参与并实施审计。审计

人员还对现场监理工作组织了专项审计，及时发现了许多监理方不认真履行合同

的问题。通过事前、事中审计，提高了审计工作的时效性，也解决了事后审计难

处理的问题。最后，内部审计应向内部审计与外部审计相结合的方向发展。内部

审计与外部审计的协调，是指为减少重复审计，提高审计效率，内部审计与外部

审计在审计工作中的沟通与合作。只有内部审计与外部审计相互结合起来，并互

动地发挥作用，才能保障公司治理的有效运行。

总之，随着我国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外部环境和经营管理的不断变化，

完善公司治理的要求越来越强烈，内部审计的局限性也就越来越突出，这就要求

我们的内部审计应该充分借鉴先进的理论、方法和技术，以实现组织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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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海尔集团内部审计职能定位案例分析

在这一章里，我们试图通过海尔集团内部审计实践来分析说明现代内部审计

职能在组织中的具体体现。海尔集团内部审计代表着我们国家先进的内部审计水

平，但从我们后面的分析中看到，海尔集团内部审计职能的发挥与前面分析的国

际先进水平相比，仍存在差距，仍有待进一步改进。

5．I海尔集团内部审计机构设置

海尔内部审计工作得到了内部审计界的肯定。取得了一系列的成绩。海尔内

部审计人员提出的以“日常经济责任控制考核法”为标志的增值型内部审计创新

成果受到省审计厅、市审计局等上级部门的高度重视。。海尔管理审计”成为内部

审计行业中的一个著名品牌，在内审领域树起一面创新旗帜。同时也获得了国家、

省、市审计部门授予的一系列荣誉：2002年——2006年期间，海尔集团公司被评

为全国内部审计先进单位、山东省内部审计先进单位、青岛市先进单位掣"】。
海尔集团内部审计作为管理流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独立于其他职能部门，审

计报告直接向总裁报告。审计部门对集团内各本部、事业部负责人经营绩效、内

部控制具有日常审查及评价权限、并负有对查出的问题推进整改到位的职责。其

内部审计机构的设置遵循了以下原则：

第一。独立性原则。这是设立内部审计组织机构最重要的原则，是内部审计

机构设置的前提要求。在这个原则指导下，内审机构在组织人员、工作和经费等

方面都独立于被审计单位，独立行使审计职权，不受股东、总经理、其他职能部

门和个人的干预，以体现审计的客观性、公正性和有效性。如果将内部审计机构

隶属或合并于本单位的其他部门，就会使内部审计失去其应有的独立性。

第二，权威性原则。权威性主要体现在内审组织机构的地位和设置层次上。

内审组织机构的组织地位和设置层次越高，权威性越大，内审的作用就发挥得越

充分。海尔集团内部审计的实践表明，内审的组织地位和作用的发挥是相辅相成

的。一方面，内部审计作用的扩大为内部审计赢得较高的组织地位创造了机会；

另一方面，组织地位的提高，独立性的增强又为内部审计人员卓有成效地履行其

职责，发挥内部审计的作用提供了条件。另外，海尔集团赋予了内部审计部门一

定的处罚权，以充分体现内部审计的权威性。

第三，专职高效原则。海尔集团内部审计人员对专职高效作出了如下解释：

所谓专职，是指内部审计部门及人员应该是专门从事审计工作的机构和人员，它

完全置身于其他具体的业务活动之外，不参与企业具体活动的执行。所谓高效，

是指内部审计人员的配置应该精干，因事用人。专职高效是内部审计机构设置的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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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要求。

第四，经济性原则。内部审计要对公司各层次的管理当局提供咨询，使其经

营过程得到改善，减少资产的浪费，充分挖掘公司经营管理的潜力，帮助实现公

司价值的最大化。但是，内部审计为公司创造的这部分价值增值只有在大于设立

较复杂的内部审计机构所需付出的人力、物力等成本费用时，公司内部审计的设

置才满足了经济性原则，才是可行的。因此，内部审计机构的设置应从整体出发，

对其进行系统地规划，充分发挥其整体效应。

5．2海尔集团内部审计工作方法

海尔集团内部审计的工作方法就是采用以评价内部控制系统为基础的审计方

法。首先对内部控制制度进行调查、分析、测试，找出其薄弱环节，然后在此基

础上有重点、有针对性地进行监督检查。海尔集团内部审计人员对内部控制的审

查一般是按照表5．1中的工作流程进行的。具体操作如下：

表5．1海尔集团内部运作基本流程

基本流程 主要内容

物资采购和货款支付流程 物资申请及采购、物资接收、应付款处理、货款支付

产品销售和货款回收流程 接收订单、交货、发票处理、应收款处理、货款回收

薪酬评定、计算和发放流程 人员招聘、人员编制、工资评定、工资计算、工资发放

材料申请和发放、仓库管理、存货记录、生产报告、机器设备
存货控制和产品制造流程

的采购、折旧的计算

资金管理流程 投资项目的评估和审批、资金要求应用核算、财务费用核算

第一，内部审计部制定一份年度审计计划，以统～的五个运作流程为基础，

分别确定流程中各环节的审计目标。内部审计部下属各科分别调派人员，组成工

作小组，共同负责同一运作流程中不同目标的审计。审计计划通常根据公司运作

情况和实际审计结果及时进行修订。

第二，实施审计计划。内部审计人员从评估业务流程开始，分析和确定内部

控制薄弱环节，针对薄弱环节，有重点地进行相关的测试。依据初步测试结果及

对流程的分析和评估，确定是否需要进一步审计与其相关的部分或增加测试量，

以确认所发现问题的严重程度和性质等。

第三，上报审计报告及进行后续审计。内部审计人员完成对某一环节的审计

后，填写“审计结果报告单”，向与此环节有关的部门报告审计结果并提出改进意

见。如果在审计过程中发现问题严重，还应及时将审计报告上报总裁。除此之外，

每季度还要向总裁提交季度审计报告，总结上季度的审计活动以及对以往审计中

发现问题的跟进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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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海尔集团内部审计职能定位

海尔集团定位内部审计是企业进行自我评价的一种活动，通过开展内部审计

活动，可以找出企业高风险领域并进行适当的控制，改善企业风险管理。总体而

言，海尔集团内部审计职能如表5．2所示。

表5．2海尔集团内部审计职能

内部审计职能 在企业内部的作用

监督 通过内部审计监督企业财务收支、经营管理，控制企业风险水平

通过内部审计的评价职能完善现有运作体系，在运作体系内设立适当的控
评价

制点，以便在事前预防问题的发生，降低企业风险

5．3．1海尔集团内部审计的监督职能

由于海尔集团的最高管理层不能对其经营管理状况进行经常性的检查，不能

有效控制企业的风险水平。因此需要有一个部门代表他去行使这种职权，监督企

业的经营管理，而内部审计恰恰是这样一个部门。企业内部审计监督的着眼点，

主要是监督企业规范运作，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具体来说，就是要对企业的财

务收支进行监督；对企业的重点部门、重点资金、重大决策、重要的经济活动等

进行监督；对企业运行全过程的合法性、有效性进行监督；对企业风险的防范和

控制进行监督；对企业内部管理制度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通过监督，促使企业

内部各单位、各部门规范经营，达到堵塞漏洞、完善制度、促进管理、提高效益

的目的，为企业实现经营目标服务，促进企业经营活动的良性循环。海尔集团内

部审计的监督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jI轰督各项资金使用的合规性与合法性。海尔集团制订了严密的资金使

用规则，包括严格的授权、审批制度。在集团内部，一般授权与特定授权有严格

的界限和责任，超过一定数额的资金使用都需要经过一系列相应的授权批准程序。

同时，集团内部还设有与授权审批权限相匹配的检查制度，以保证授权后所处理

的资金使用情况合规、合法。内部审计部门应对各项资金的使用是否符合相关法

律及集团内部的规定进行监督。例如，在发出支票或汇票的程序中，就要监督检

查支票或汇票的开单人是否经过了授权，支票或汇票的金额是否在授权额度内，

开出支票或汇票的用途是否符合法律和集团内部规定等。

第二，监督账册、报表、凭证所反映的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及财务收支

等事项的真实性和合法性。集团建立的凭证、账册和报表是对集团经营活动的一

个综合放映。如果这些资料不能真实反映集团的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情况，

将会使管理层及其他报表使用者无法准确掌握集团经营情况，从而影响他们做出

正确的决策，也就给企业带来潜在的风险。因此，海尔集团内部审计特别重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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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证、报表的真实性和合法性的监督。

第三，监督下属企业贯彻集团经营方针、执行集团内部各项制度等的情况，

对下属企业日常经营活动及财务活动进行监督。内部审计监督不仅要揭示会计核

算过程中的差错和弊端，而且还要通过对企业各项业务收入、成本、费用支出真

实、合法性的审计，维护国家财经纪律及集团相关制度的贯彻执行，促进下属企

业合法经营，加强内部管理和控制，提高下属企业会计工作质量，杜绝潜亏，降

低经营风险，保证资产的保值增值。

第四，监督企业领导人员任期经济责任。海尔对企业领导人员任期经济责任

的监督独具特色，他们采用的方法如下：

首先，在位要受控、升迁靠竞争，届满要轮岗。面临着残酷市场竞争的企业，

领导干部履行职责的好坏，决定着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因此干部在位必须受控，

所谓“受控”，除了干部主观上要能够自我控制、自我约束，有自律意识外；最关

键的是集团要建立控制体系，控制工作方向、工作目标，避免方向性错误，避免

违法违纪。海尔的“在位受控机制”内容如表5．3所示。

表5．3海尔的在位受控机制

项目 内容

考核目标 按效果分配而不是按劳分配

日清考核 每天评价工作效果

周考评 每周根据刚性指标完成情况进行优劣评价

采用星级考核机制，每月根据市场目标的完成效果，对集团干部进行星级评定
月度考核

及业绩考核捧序，同时执行表彰和警示制度，根据市场效果兑现激励

年度考核 动态记分考核机制，根据积分确定升迁、轮岗、降职或撤职

考核目的 今天赢了，明天还要赢，经营者要保持创业、创新的激情

其次，海尔集团对企业领导人员采用淘汰机制——末位要淘汰。为使企业保

持永远创业的活力，必须使领导干部具有压力和动力，海尔的每一位中层干部的

职位都不是固定的，“无功就是过”，工作不力就被淘汰下来。海尔的末位淘汰机

制的考核原则如表5．4所示。

表5．4海尔的末位淘汰机制

内容 说明

10／10原则 排名前l O％是示范终端，予以表彰：后10％是f回题终端，予以警示

业绩淘汰 业绩考核排序连续三个月在后10％的人员要淘汰

违规淘汰 违反企业或国家规定要淘汰

淘汰目的 优胜劣汰，不断提高员工尤其是领导者的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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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海尔集团内部审计的评价职能

海尔集团内部审计通过对企业日常经营活动的评价，控制企业的风险在可接

受范围内。及时清查资产、负债，核对债权，清收欠款，落实资财，防止资产毁

损、丢失短少，应收账款沉淀呆滞和贪污挪用公款等行为的发生，保护企业资产

安全完整。通过效益审计，充分保证企业投资的效益性，避免盲目性和不合理现

象，保证企业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其最有特色的评价手段如下：

第一，信息系统日常评价。在海尔集团的整合过程中，为适应网络经济的要

求，集团公司建立起具有海尔特色的信息化管理机制，先后应用了物流SAP(System

Application Product&Data)系统、资金流用友财务系统、lotus Notes办公系统等信

息化系统，并自行开发了商流费用预算控制系统、SBU损益日清系统等一系列财

务、业务软件，将其链接成为一个信息互通、可以随时复核监控的综合同络系统．

审计部门充分运用了这种信息高度集成的资源优势。在这一全新的领域设立审计

闸口，建立了审计中心的“信息化评价系统”，对系统数据进行远程监控，从而实

现了对经营者经营信息、增值信息数据网络化管理。目前海尔集团内37个事业(本)

部的信息全部纳入系统。近期，通过信息系统远程审计查出并推进清理经济责任

问题金额已占到当期服务成果总额的62％。

第二，月度经营信息和增值效果评价。在日常评价的基础上，海尔审计中心

每月对经营者的绩效实现情况出具评价结论，并报集团考核。目前，海尔集团审

计部门已将集团内37个事业(本)部的经营、内控情况纳入全面预算审计评价系统

中，通过系统化的日常审计考核管理，对所有被监控对象每月均可出具l份经营

绩效审计结果(<经营信息审计结果》、《增值信息审计结果》)，且月度内每周的经

营数据掌控误差率控制在l％以内，以降低企业风险。

第三，年度经营绩效评价。年度终了，根据干部与集团签订的年度承包经营

指标确定审计项目，如市场链收入、市场链利润、经营费用率等，由集团审计中

心组织各部门进行年度报表决算审计及年度经济责任目标完成情况评估，根据《海

尔集团负债经营承包合同》、《年度经济责任目标审查标准》和日常电子监控台帐、

月废审计结果登记资料，出具审查总结报告。例如，在2006年度终了后，审计中

心仅用了三天时间，就完成了对集团37个事业(本)部年度经营责任目标情况的审

查，出具了(2006年度海尔集团公司目标完成情况汇总表》、(2006年海尔集团资

产质量状况汇总表》，<未达标企业经营问题分析》等总结性审计报告。为集团准

确全面掌握各单位的经营状况、干部工作业绩提供了第一手资科。

第四，集团重大风险评价。海尔集团内部审计部门在结合领导人员离任审计、

任期经济责任审计、绩效审计、工程审计及专项审计调查的基础上，分析查找企

业经营管理中的主要风险点，组织开展风险控制专项审计评价，对企业生产经营

过程中收入核算与管理、资金稽核与监控、成本开支与管控、存货与工程物资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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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固定资产投资管理与效益、往来帐管理、关联交易等有可能产生风险的环节

和控制点开展针对性的调查。从企业组织架构、制度缺陷、关键岗位缺失、财务

信息失真、税务风险、违纪违规风险及法律风险等方面形成了企业风险控制审计

报告，加强了企业权力的制衡与约束，促进了信息的真实反映和有效传递。

5．4海尔集团内部审计职能的改进

海尔集团的内部审计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其内部审计职能仍没有得到

充分的发挥。

第一，海尔集团内部审计由总裁领导，直接向总裁报告。这在一定的程度上

保证了内部审计的独立性与权威性，但一方面使得内部审计的工作难以被他人所

接受，审计的难度加大，另一方面使得内部审计信息反馈、内部审计报告呈送的

及时性减弱，阻碍了内部审计职能的发展。因此，海尔集团有必要改进内部审计

的隶属关系。我国已有一些研究成果表明在董事会下设立审计委员会，内部审计

采用隶属于审计委员会的方式更有利于内部审计职能的发挥。

第二，海尔集团内部审计拥有比较先进的审计方法，但审计人员数量不足，

使内部审计的审计范围有限，经常使得一些重大的审计领域不能及时进行，阻碍

了内部审计职能的有效发挥。因此，海尔集团应增加内部审计人员数量。这可以

通过两个方法解决：首先，可以采用社会招聘的方式聘请新员工。其次，可以考

虑从海尔集团内部员工中选择对企业比较熟悉的员工加入到内部审计队伍中。选

择内部职工的优势是他们对企业比较熟悉，但采取这种方式也存在比较大的风险：

首先，他们可能缺少从事内部审计工作所需的专业知识。其次，内部职工在企业

中已经建立了一定的人际关系网络，可能会影响他们执业的独立性。聘请社会人

员可以避免前者的缺陷，但新员工需要一个对企业的熟悉期，可能还需要适当的

培训。因此，在决定采取何种方式增加内部审计人员时一定要慎重行事。

第三，海尔集团内部审计职能为监督和评价，咨询职能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

这在很大程度上减弱了内部审计位组织增值的功能。因此，内部审计人员应在一

些关键的领域主动发现问题，并向相关信息需求方提供咨询服务。

第四，海尔集团内部审计虽然对风险管理领域进行了评价，但主要集中在企

业经营风险领域，对高层决策风险、治理风险审计较少，从而削弱了内部审计为

组织增加价值的能力。这是一个关键的方面，企业潜在的决策风险和治理风险可

以决定一个企业的成败。因此，海尔集团内部审计人员应将更多的注意力转移到

企业决策和治理的审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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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文通过文献研究、规范分析和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以内部审计实现组

织增值为线索，围绕内部审计在组织风险管理和控制、治理过程中的作用展开论

述，分析了现代内部审计的职能定位。本文的主要观点如下：

第一，支持现代内部审计发展的主要理论依据是委托代理理论和风险管理理

论。内部审计是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四个非均衡性”而产生和发展的。内部审

计的工作应密切关注企业风险，在企业风险管理领域探索为企业增值的机会。

第二，现代内部审计与内部控制、公司治理存在密切的关系。首先，内部控

制、公司治理是内部审计的审计对象。内部控制和公司治理的完善程度影响着内

部审计职能的发挥和组织增值目标的实现。其次，内部审计与公司治理发展上具

有同源性、目标上具有一致性。最后，内部审计有利于内部控制的完善，内部审

计作为企业公司治理的一部分，有利于强化公司风险管理、优化公司治理结构。

第三，从内部审计的四个发展阶段可以看出：首先，内部审计职能随着管理层

受托责任范围的扩大而扩大，由低层的内部受托财务责任发展到高层的内部受托

责任，到现在的内外受托责任，其职能也由最初的经济监督，发展到监督、评价

到风险导向内部审计阶段的监督、确认与咨询。其次，管理理论的发展在很大程

度上促进了内部审计的发展，使内部审计的职能不断变化以适应组织需要。从亚

当-斯密(Adam Smith)著名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提出的系统分工

理论到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法约尔的一般管理理论到现代的战略管理理论，．这

些管理思想的发展，使得内部审计职能为适应管理的需求而不断发展。

第四，内部审计的职能定位是由两个因素决定的：内部审计的本质是决定内

部审计职能的内在因素，解决7内部审计能提供哪些职能的供给问题；组织管理

层的需要是影响内部审计职能的外在决定因素。解决了现代企业需要内部审计提

供哪些职能的需求问题。当两者有效对接时，即供给与需求达到平衡时，两者的

交叉部分就是企业内部审计应该具有的职能。

第五，现代内部审计应具有监督、确认和咨询的职能。监督是内部审计的基

本职能，确认职能是传统内部审计评价职能的延伸与发展，是评价职能的深化和

目标化。咨询职能是在传统内部审计评价职能并提出建议的基础上分离出来的一

种职能。将现代内部审计职能定位于确认与咨询，使其更接近企业目标，更好的

体现了内部审计为组织增值的目的。

第六，内部审计的确认职能与咨询职能存在区别。确认是根据客户的标准、

要求对特定领域进行评价并提供其需要的信息，能够用于改善决策，提高其科学

性。它涉及客户这个第三方的存在，可针对不同的服务对象提供不同方面的确认

服务。咨询服务是直接为组织管理当局提供专业建议，改善其经营管理状况，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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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两方当事人。

第七，内部审计的增值功能应优先于内部审计的独立性考虑。咨询服务在一

定程度上会影响内部审计的独立性，但内部审计职业要在组织中生存下去并不断

发展，必须能不断为组织增加价值，因此，不能总强调内部审计的独立性而阻碍

内部审计的发展。从1999年IIA对内部审计的定义也可知，内部审计更加强调的

是内部审计的增值，而不是内部审计的独立性。

第八，我国现阶段内部审计具有的职能与1999年IIA提出的职能相比还存在

很大的差距，在确认与咨询方面的职能有限，为组织增值的目的没有完全实现。

针对我国这种现象，我们提出了相应的改进措旅。 ，

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首先，本文缺乏实地调查研究。即缺乏内部审计的机

构设置、人员结构、审计范围、审计方法、企业成员对内部审计的态度等与内部

审计职能之阅的直接数据分析，这使得文章的说服力受到影响。因此，后续的研

究可以在这方面进行探讨。其次，我们尽管试图结合多学科知识进行综合研究，

但无法透彻掌握这些学科的基本原理，这对本文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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