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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有企业内审现状和面临

的问题

近年来，国有企业在公司制、股份

制、法人治理结构、用人制度等方面的

改革正在不断深化，但在集团管控模式

下，内部审计作为企业治理监督和促进

企业价值增值的重要手段仍面临许多困

难和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内审管理层级设置不合理

集团化管控模式下的国有企业多数

仅在集团层面设置内审机构，还有一些

与其他部门合署办公未单独设置；各级

权属公司基本不设置独立内审机构，多

在纪检部门、风控部门或财务部门明确

一名兼职或专职人员负责内审，以对接

集团层面的内审事务性工作，本级及其

下级公司内部审计未独立开展，形成风

险敞口，比如领导离任必审而未审等。

少数公司设置了内审机构或专职内审人

员但独立性不强，受经营层及各方面制

约，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其职能的发挥。

（二）内部审计闭环管理不到位

闭环管理是一个计划、执行、检查、

效果的过程，应用于内部审计即可分为

审计计划、审计实施、审计报告、后续审

计阶段。具体而言，审计计划阶段存在

审计计划粗糙，以部门年度总结替代审

计计划，实际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未及时

调整审计计划等问题。审计实施阶段有

审计人员专业胜任能力不强、经验不足

的情况。审计报告阶段存在审计沟通不

充分、审计问题认定错误、审计责任界

定不准确、审计建议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不强等问题。后续审计阶段存在审计问

题得不到有效整改，审计责任未严肃追

究等问题，导致审计效果削弱。

（三）审计信息化严重滞后

当前时期，“互联网+”已上升为国

家战略，大数据、云计算在各行各业得

到了充分应用，实时、规范、一体化的财

务、业务信息系统正呈现个性化、定制

化特征，并不断升级，而内部审计远远

落后于信息科技的大潮，部分企业内部

审计还停留在手工审计层面，少数企业

只实现了常规审计作业的信息化，在自

动化风险监测与预警、大数据分析、信

息系统审计等方面仍然少有涉及，不能

做到海量数据的深入分析和审计领域的

全覆盖，严重限制了内审作用的发挥。

（四）风险管理和价值增值理念缺失

国有企业内部审计主要包括财务收

支审计、经济责任审计、绩效审计、专

项审计等形式。从审计时间看，内部审

计多偏重于事后监督而忽视事前和事中

监督。从审计方式看，对公司经营管理

各方面单独开展监督或专项监督多，而

从公司战略落地和持续发展进行系统全

面性分析少。从审计理念看，多以查错

纠弊、合规性审查为主，而在帮助企业

改进体制机制、促进价值增值和多元化

服务方面不够重视。

二、国有企业集团管控模式下

加强内部审计工作的构想

在当前国有企业集团化管控模式

下，内部审计需要转变理念、改革体

制，借助信息化优势，由监督向监督与

服务并重转变，助力企业价值增值。

（一）着眼大局、统筹规划，合理设

置内审管理层级

体制机制是有效发挥职能作用的根

本保障，要坚持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

河相结合，上下联动，夯实内部审计管

理基础，保障其价值增值作用的发挥。

1.委派统管，内外结合，确保独立。

笔者认为可以采取以下两个步骤实施：

一是在集团公司董事会层面下设内部审

计委员会，设置独立的内部审计机构，

在内部审计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

作，同时要求各二级公司设置独立内审

机构，由集团公司委派审计机构负责人，

并由集团公司统管、调度和考核、监督，

确保机构和人员的独立性。二是根据审

计业务需要，可借助外部专业机构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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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开展内部审计、评价等工作，发挥外

审独立性、客观性和专业化优势，全面

提高审计监督服务质量。

2.资源整合，统筹调度。一是在单

个公司从事较大规模的审计时，统一调

配内审人员，同时注意回避，交叉实施

审计，以实现审计资源的综合利用，使

内审监督服务最大化。二是有效发挥审

计人员的审计经验和审计方法优势，实

现与业务人员的优势互补，灵活、高效、

有针对性地开展内部审计工作。

（二）循环改进，强化内审全面质量

管理

内部审计的各个阶段都是一个小

的闭环，需要不断改进提升，实现大闭

环的全面质量管理。

1.充分调研、评估风险，制定审计

计划。从审计调查入手，查阅前期审计

工作底稿、审计报告，结合公司业务实

际编制访谈提纲，配合调查问卷，形成

相对充分的调研资料。在此基础上制定

详细的审计计划，将前期审计未完成整

改事项纳入审计计划一并考虑，明确各

时间节点审计任务，明确审计小组人员、

分工及重点工作，初步评估审计风险。

在实施过程中，合理评估风险，结合实

际情况，及时完善审计计划，提高审计

计划的指导性和前瞻性。

2.以风险为导向，实施、优化审计

方案。审计过程中，坚持风险导向理论，

凡涉及法律事项、税务事项、招投标、工

程结算、专业业务事项等，应主动咨询

相关人员，确立风险点，进而优化调整

审计重点领域和审计方法，促进审计方

案全面落地实施。

3.灵活沟通，压实审计结论。沟通

是一门艺术，如何提高审计沟通效率和

质量，直接关系到审计结论的质量和审

计成效。首先要搭建畅通的沟通渠道，

综合考虑时间层面、空间层面、人际层

面的关系，采取积极主动沟通的策略，

尤其在审计问题取证、审计报告结论和

被审计人员责任界定环节要慎之又慎，

通过书面资料核实、经办人员沟通、决

策人员确认等步骤逐一落实审计事项。

事项核实无误后，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规章制度客观公正地做出审计结

论，根据事项性质和相关性慎重界定被

审计人员责任，形成审计报告初稿，发

送被审计单位再沟通、再调整。需要强

调的是，后续沟通时笔者认为应以书面

形式正式沟通，以提高沟通的严肃性，

确保审计报告相关结论的准确性。

4.跟踪落实、点面结合，巩固审计

成效。后续跟踪审计是确保审计成效的

关键环节。要督促被审计单位明确整改

方案、责任人和时间节点，出具书面整

改报告，开展后续跟踪审计，环环相扣

有条不紊的抓好整改落实。一方面，要

根据问题涉及面和性质进行分类梳理，

对于偶发性、独立性单点问题，要求有

针对性的落实整改；对于多发性、关联

性多面问题，要从被审计单位体制和机

制层面深入剖析问题产生的原因，不断

完善制度。另一方面，对于涉及有关人

员责任的问题，要依法依规严肃问责，

与相关部门联合，梳理问题线索，彻查

彻办、压实责任，避免屡审屡犯。

（三）整体规划、因企施策，利用信

息化促进业审融合

信息化能够使内审主动参与发挥评

价咨询职能，但要使信息化实现业审融

合，必须做到顶层设计、整体规划。从

集团层面成立专项领导小组，集聚财务、

业务、风控、内审等专业人员，配合信息

化人员，结合各业务板块实际情况全面

梳理重要业务控制节点、风险点和关键

决策环节，因企施策、分步实施，将内审

的监督职能嵌套进去，实现自动化风险

监测与预警，真正做到抓早抓小、防患

于未然，切实发挥事前、事中监督作用，

促使内审人员主动融入前台业务环节，

切实促进业审深度融合。

（四）注重评价咨询，促进价值增值

内部审计工作的基础是监督企业经

营管理，目标是服务企业持续发展，要

做到与时俱进、转变方式、创新理念，有

效发挥评价咨询作用。

1.创新方式，转变理念，全面系统

监督。一方面，将内部审计由关注历史

向关注现状转变，由关注结果向关注过

程转变，由事后监督为主向事前、事中、

事后全过程监督转变；以风险导向理念

为指导，分析企业经营管理的高风险领

域，并有针对性的开展专项审计；内审

部门应参与梳理公司业务流程，分析业

务风险点及廉洁风险点，采取针对性措

施防范风险，优化业务流程。另一方面，

内部审计要从单一监督向系统全面监督

服务转变，分析问题必须具有系统性、

深入性、长期性。要从企业战略全局出

发，既要关注内控建设、业务发展、经营

管理各个方面，又要关注各个方面间的

联系及对企业全局的影响。对于问题要

由表及里、由浅入深，透过表象抓住问

题的本质，从深层次抓改善，促进公司

长期可持续发展。

2.多措并举，促进价值增值。一方

面，内部审计后台要与纪检监察、投资

评价、风控管理等部门联合，开展效能

监察、投资后评价、内控评价等评价类

业务；另一方面，内部审计前台要与业

务部门联合，更多的发挥咨询职能，主

动参与投资项目的论证和前期尽调，以

及“三重一大”决策过程，注重从公司治

理、内部控制、经营政策、资源配置、效

益评价方面提供前瞻性意见和建议。

（作者单位：山东省鲁信投资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姜雪

审计与鉴证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集团管控模式下国企内部审计的问题与对策/刘梅  徐竹冰
	图片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