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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看待内部审计工作
——思路与策略

徐洪斌■

从财务转外审，又转内审，几年下

来，感觉这几项工作目的不同、角度不

同、手段不同、层面也不同，差异还是很

大。而总结这几年的内审工作，我始终认

为，完成一个审计项目不难，但如果每做

完一个就随意让它过去，昏昏噩噩日复一

日，不去主动思考，就很难成为合格的审

计人员。在所负责的审计项目这一亩三分

地上，要学会精耕细作，通过分析、总结

和改进，深化认识、提高水平、增强技能，

这样才能把仗打得漂亮，把项目做得圆

满。从这点来看，内审人员就像是战斗在

一线的指战员，既要对战略有所了解，还

要在战术上讲究策略。结合审计工作中

的实际情况，对于内审工作的基本思路

我总结了一些体会和心得与大家交流探

讨。

一、审计计划与安排

这个阶段是审前准备阶段。凡事预

则立不预则废，要想取得战役的胜利，必

须要有充分的准备。这个准备包括思想

准备、资料准备和行程准备。

	1.思想准备。针对本次审计方案规

定的项目具体要求、本次审计的制度依

据进行讨论，对于仍不明确的事项及时

向上级领导请示，寻求帮助和解决。

2.资料准备。合理安排、准备相关

审计资料，如审计通知书的撰写和发出、

审计计划书的拟定、审计底稿的打印准

备、需要提前分析的被审计单位数据等。

3.行程准备。根据方案，计划出发

时间，预订机票、车票，根据被审计单位

的地理位置合理选择、预订入住酒店，安

排妥当后应将信息告知全部组员；要在

到达酒店后及时告知主管上级审计组已

顺利抵达，并与被审计单位提前打招呼。

以上各项准备，要在出发前召集组

员集体讨论，可以不拘泥于形式，但必须

达到统一思想、统一认识、统一安排、统

一行动。

二、审计方案执行

这个阶段，是战役战术的执行阶段，

总体上要把握几个原则：

1.发现问题、揭露问题要准要狠。

一要谋而后动。不要急于到处乱抓没

了章法，凡事谋而后动，考虑周全再出手，

出手就要有效果。		

	二要攻心为上。上兵伐谋，其下攻

城。要首先分析不同层级被审对象的心

理，充分利用审计宣传的有力武器实行

有效的心理攻势，化兵戈于无形，屈对手

而非战。这样做即使无法立见成效，也能

够把对方的紧张和抵触心理减到最小，

有利于后续审计工作的开展。能够做到心

中有剑手中无剑，眼中有剑口中无剑，是

审计战术的最高境界。

三要集中优势击其弱点。要抓住最

容易确认的问题、最好突破的环节、最有

把握拿下的人，有问题的地方最好集中力

量，分兵出击不是上策，集中优势各个击

破才是最有效的方式。

四要乘胜追击。前几轮攻势要猛，

一鼓作气拿下来，手里有东西，腰杆才能

硬得起来，只有形成绝对的优势，才能化

解对方的对抗心理，对方才能寻求合作

与妥协。不能觉得发现了点问题就有交代

了，就可以不再用心用力查下去了，这就

好像龟兔赛跑里面的兔子，最终还是要

失败的。因此，要“将胜利进行到底”。

五要秉持文武之道。“宜将剩勇追穷

寇”，要追到什么程度？应追到审计方案

要求的范围为止，不能超越方案范围。须

知“真理再前进一步就是谬误”，文武之

道还是要讲究一张一弛的，弓弦拉得太

满容易断。

2.确认问题要稳妥。

一要透过现象看本质。要严格依据

制度、政策规定，做到依据事实坚守原

则、寸土必争，对于把握不准、拿捏不定、

无制度依据的问题应逐级请示，待明确

答复后再行确认，不要急于确认引起争

议但道理却摆不上台面。对任何问题都

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抓住纷繁复杂

的表象下面的本质进行确认。

二要对症下药。不得遗漏审计程序，

尤其是涉及舞弊问题，要吃透被审对象的

心理，形成针对不同情况的有效证据链，

审计组长要根据其本人对被审单位掌控

的程度，确定审计证据链是否应再行细

化补充，任何审计证据都要逻辑严密，拿

得上台面，讲得出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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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考虑问题要周全。

首先审计人员要把握风险。审计人员

所面临的主要风险是指具体审计实施过

程中的不当行为（包括事实确认不清、处

罚界定不准、行为语言失当等）引起的投

诉、诬告等任何有损于审计部门和个人

形象的负面影响。因此在整个审计过程

中，尤其要注意行为、语言、态度，讲话

要得体，行为举止要有分寸，严格遵守内

部审计纪律规定，切不能授人以柄，被

人所制。

其次要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

在对违规违纪事实的确认上要实事求

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与对方打交

道时要有一定的灵活性，用毛主席的话

说“我们的原则性必须是坚定的，我们也

要有为了实现原则性的一切许可的和必

要的灵活性”。但对于灵活性的把握要谨

慎，要懂得策略越灵活，越要坚守原则这

个道理。在没有意识到原则性是灵活性

的基础之前，在没有深刻理解原则性是

本质、灵活性是形式之前，不得滥用灵活

性原则。只有正确把握了原则性与灵活性

的关系，才能在实际工作中做到“有理有

节、有谦有让、有争有夺”，达到刚柔并

济的境界。

4.重要问题要请示。	

首先，提问题自己要先有答案。审计

人员应严格遵守层级管理的观念，遇到

特殊、异常、重大问题一定要提前请示，

请示前最好想一想自己的思路和处理建

议，再根据请示的结果分析自己的思路和

建议中存在的问题，不断改进和提高。

其次，执行始终是第一位的。审计

人员在执行问题上不能有狭隘的对错、

是非观念，超出自己岗位职责范围或有不

明问题的一定要提前请示，必须经上级

批准后再执行，如果未经批准或来不及

得到批准，那就必须按照原定方案执行。

三、审计报告的撰写

审计报告的撰写，是审计成果的集

中展示，应始终贯穿着营销的理念，把审

计报告当做最终产品来看。

1.要重视质量。基本上审计报告分

成由组员撰写、组长撰写或者组员和组长

分项撰写并整合而成三种类型。不管审

计人员负责哪个项目的撰写，在草稿完成

后都应至少在不同时间检查至少2-3遍，

确保第一没有错字，第二逻辑正确，第三

语言通顺简练，第四格式无误。每次上报

的审计报告应作为成品出厂，报上去就贴

上了自己的标签，产品质量出了问题就是

自己的问题，总出问题，牌子就砸了，产

品砸了牌子，就离倒闭不远了。

	2.要重视创新。质量有了保障，不

代表销路就好，要里子面子双管齐下，内

外兼修。要在内容上下功夫，要有让人耳

目一新的东西。比如照片，既然要放，就

要展示到位，要清晰、明确、有代表性，

形象包装也是要用心的。

四、审计宣传与交流

要达到审计目的，必须要重视思想

工作。在公司里，被认可才是价值的体

现。只有坚持最广泛最深入的审计宣传，

才能得到最广大的认同、支持和配合，才

能更好地体现审计的价值。审计宣传应

始终贯穿于整个审计流程中，主要形式包

括参加会议、与被审计人员共同核实问

题、审计报告交流、审计报告发送、要求

被审计单位学习审计报告并上墙公布等。

一般应把握以下原则：

1.对于管理层面应侧重于沟通，对

于执行层面应侧重于宣贯。

	2.参加会议并宣讲政策、交代来

意。最好按照审计方案要求，事先打好

稿子，并精心修改准备，反复练习2-3次，

这样下来会有更好的效果。讲话要讲什

么内容？可以围绕审计方案的大纲，但不

能太机械，总体上要把握我们的目的是什

么，讲话要围绕着目的进行。比如我们来

做什么，我们要怎么做，我们做事的原则、

依据是什么，我们的要求是什么，等等。

	3.审计报告交流。视报告内容，灵

活地与被审计单位各个层面进行交流，可

以集中全体人员交流，可以仅与管理层交

流，也可以进行个别交流。如果采取集中

全体交流的方式，应事先召集核心人员开

会确定主旨，再由核心人员分头传达会

议思想，最后在统一思想统一认识的基

础上召开全体人员会议，这样做既可避

免在召开全体会议的时候出现分歧和争

议，导致会议无法进行，又能通过多次宣

讲达到进一步强化理念、提高认识的目

的。

五、审计底稿及档案资料的

管理

审计底稿是审计结果形成的书面记

录。之所以要非常重视审计底稿，是因为

它完整体现了审计思路，明确写明了被审

计单位的问题及对违规违纪事实的确认

结果，是日后应对法律诉讼，防范审计风

险，评价审计项目质量的重要依据。因此

要在审计实施过程中认真、细致地填写

审计底稿，要体现出审计思维逻辑的严

谨性。审计底稿要争取一次性确认到位，

问题要考虑周到，不要想到一个问题去补

充再想到一个问题再去补充，做到这个

程度就很失败了。一个审计项目结束后应

及时进行底稿整理、归档，这个过程也是

一个梳理、学习、提高的过程，要把它当

成是自己的东西，要爱惜，要用心，归档

要归得有顺序，摆放要放得整齐便于查

找。对于什么资料需要归入档案，要进行

筛选判断：

1.凡是涉及到违规违纪事实确认的

底稿要保存。

2.凡是涉及到报告表述直接依据的

底稿要保存。

3.凡是可能涉及到被审单位申诉、

投诉及法律诉讼等风险的底稿要保存。

4.凡是涉及到审计流程的直接底稿

要保存。

5.一些仅体现审计痕迹，又不能直

接证明违规违纪问题，相关单位又不需

要的底稿应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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