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事后审计 ，这种滞后的审计已不能满足企业管理的需要。造

成这种滞后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如：内部审计人员数量不

够、业务水平不高、审计观念落后、工作效率不高、企业经

营中应关注的审计重点把握不准、临时性安排的审计任务太

多等。笔者认为， 可以将内部审计和社会审计有效结合， 充

分借助社会审计的力量 ，将一些常规性的审计业务委托社会

审计机构 ，而将内部审计的工作重心从事后监督向事前预防

与事中控制转移 ， 要从企业的战略规划、年度计划、生产经

营的各环节、内部规章制度的制定等方面全过程参与、监督

和评价， 从而及时发现问题， 提出预警， 进行内部协调 ， 提

出完善措施， 把企业风险降到最低。

4、以内部控制为内容，以风险管理为核心。随着经济

形势的发展和企业管理的不断创新，内部审计作为企业管理

的一个组成部分，其职能要从传统的监督型向咨询服务型转

变，其内容也要从查错防弊为 主向以内部控制 、风险管理为

主转变， 从而促进企业管理 ， 提高经济效益。

内部审计既是内部控制的组成部分，又是内部控制的一

种特殊形式 ， 是对内部控制的再控制。基于这一特点 ，内部

审计要通过监督企业经营活动和管理活动的实施，测试、评

价内部控制的合法性、系统性、有效性和科学性 ；要通过系

统、规范化的方法 ， 对企业控制环境、交易授权、机构设置

等在内的控制程序以及执行情况进行审核和评价 ，评价内部

控制是否健全与有效 ； 还要通过对本企业情 况的 熟悉和了

解 ，以及长期审计工作中积累的经验 ，及时发现内部控制制

度实施过程中的漏 洞和薄弱环节 ，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和影

响 ， 提出建设性意见和改进措施 ， 完善内部控制。

风险管理是企业内部控制的内容之一 ，也是内部控制的

核心工作。从内部来看 ，企业所面临的风险主要是经营风险

和财务风险 ，涉及企业筹资、投资、偿债、产供销、科研、管

理水平、市场竞争策略等诸多方面 ，因此企业的风险管理也

牵涉到各相关 的职 能部门。内部审计作为内部控制 的再控

制 ，要参与企业风险管理的全过程 ，通过对各职能部门内部

控制制度的评价 ，全过程、全方位地从各种细微的环节上查

找问题、漏洞 ， 识别并防范风险；要发挥内部审计在部门风

险管理中的协调作用 ，将各部门的内部风险和各管理部门共

同承担的综合风险进行协调 ， 尽可能减小风险 重复放大效

应 ，化解风险可能带来的不利 影响；要对企业各职能部门风

险管理的措施、方法、风险管理完成情况进行监督和评价 ，

检验风险防范的措施是否得当有效、方法是否科学合理、效

果是否理想 ， 将风险控制在企业可接受的范围内。

5、健全制度，明确责任，惩防结合。对于内部审计中

发现的企业经营和管理中的问题，特别是对企业造成损失和

影响企业健康发展的 重大问题 ，内部审计人员要进行详细分

析 ，向公司最高管理层提出改进管理的建议 ，同时恰当 划定

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以便组 织上给予适当的责任追究。但是，

内部审计的 出发点不是查出错弊而是要防范错弊 ，应通过内

审发现企业经营管理中的薄弱点 ，寻 找更加接近实际的解决

方案 ，从而达到堵塞管理漏洞 ，提高企业管理水平 ，实现企

业经济目标的目的。

（作者 系中国铁路通信信号集团公 司总会计师）

责任编辑  林 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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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责任审计是指对经济责任关系的主体之经济责任的履行情况所进行的监督 ，鉴证和评价活 动，其主

要目的在于 鉴证、评价责任主体任职期间的工作业绩和经济责任。经济责任审计主要是对有关行政负责人和企

业 负责人任职期间、 任职期满或因调动 、 离退休、辞职、免职、撤职等原因离开现职 岗位前， 在管理职费范围

内履 行经济责任的情况 依法做出评价。审计的主要内容有；是否依法履 行其相应的管理职责；债权债 务 是否清

楚 、 有无纠纷和遗留问题；国有资产是否安全完整、保值增值；经济决 策是否 符合程 序、有 效；有关内部控 制

制度是否 健全、 有效；个人遵守财经法规情况 ， 等等 ， 对于不同部门 负责人经济责任 审计的内 容 各有侧 重和 不

同。经济责任审计 包括 任期经济责任 审计和 离任审计 两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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