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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A5_BD_E5_90_8E_E7_c53_290557.htm 开展后续审计对于帮

助被审计单位加强整改、促进管理水平提高、维护审计权威

和提高审计工作质量具有重要意义，做好后续审计要把握好

五个环节。 （一）熟悉审计决定，落实后续审计工作责任 后

续审计一般是在下达审计结论，被审计单位整改后进行离审

计时有一定时间间隔，而且开展后续审计的人员不一定就是

原审计人员，所以，后续审计人员对审计决定和审计意见不

一定十分清楚。在开展后续审计前，审计部门要做好审前准

备，要对审计期间的各类审计决定和审计意见进行认真收集

，充分掌握资料，并做好分类，将相对应的被审计单位审计

回复（整改报告）进行清理。组织审计人员进行学习，熟悉

审计决定、被审计单位整改报告和审计依据等资料，找准审

计决定和审计意见中的重要问题和疑难问题，逐条列出后续

审计清单，将后续审计任务分解落实到每个审计人员，为现

场审计打基础。 （二）检查被审计单位的审计回复 审计回复

（整改报告）是被审计单位对审计报告提出的审计发现和建

议做出答复的一种书面文件，是执行审计决定和审计意见的

一种强制性要求。在规定的整改期限内向审计部门报告存在

问题整改情况，是落实审计决定的具体体现。对审计回复的

检查主要分三种情况：一是完全没有报告整改情况的。如果

被审计单位没有在规定的整改期限内报告整改情况，要作为

后续审计底稿的报告内容。二是在检查审计回复时，要重点

检查审计回复是否充分；对整改报告中已经整改的问题，要



分析被审计单位整改的方法是否正确、措施是否有效、整改

是否彻底。三是对审计回复中未采取纠正措施的问题，看是

否有未整改的原因等详细说明，未整改的理由是否充分等。 

（三）关注已整改问题的真实性和有效性 后续审计时，对被

审计单位整改报告中已经整改的问题，要关注其真实性和有

效性。主要分以下三种情况：一是检查被审计单位已实际采

取的纠正措施是否正确，有没有移花接木、瞒天过海的现象

，有没有整改了一个问题而又产生出新的问题的情况。二是

将被审计单位实际采取的纠正措施（纠正措施的运行情况）

与审计回复中所述的已经采取的措施（纠正措施的书面记录

）相比较，看是否一致、实现程度如何，有没有言过其实的

情况。三是看是否存在根本未整改，而审计回复中报告称已

经整改的情况，看是否有弄虚作假行为。对已经整改到位的

，不做审计底稿，但要做好复印、笔录等审计取证工作，并

作为后续审计资料保存。 （四）重点审查未整改问题并分析

未整改原因 对在审计决定规定的整改期限内未整改到位的，

要作为后续审计的重点。对未整改的问题，要实事求是地进

行分析。对主观故意不进行整改的，在交换审计意见时要督

促其落实整改责任；对历史遗留问题等客观原因未整改到位

的，要说明情况并有详细实在的整改方案；对因政策变化使

问题整改成为不必要的，不应作为未整改问题；对审计机构

在对被审计单位实施审计过程中，因某种原因出现漏审或错

审的情况，对于错审的，在后续审计时应及时修正。在后续

审计过程中，只要是未整改到位的，都要做好审计日志，形

成审计工作底稿。 （五）认真做好后续审计记录基础工作 为

了有效规避审计风险，在后续审计过程中，审计人员要认真



做好审计日记。后续审计主要工作资料来源于五个方面：一

是审计人员自身产生的记录，包括工作信件以及描述后续审

计性质及结果的记录，如审计日记、审计工作底稿、调阅资

料清单等。审计底稿要载明检查问题出自哪个审计结论，并

说明被审计单位是否在回复中报告等。二是对被审计单位的

审计结论和审计意见等结论性资料。三是被审计单位以审计

回复的形式产生的书面记录，包括对计划采取纠正措施的描

述及实际中已对审计报告中确认的审计发现采取整改措施的

文字资料等。四是各种检查取证资料。对于已经整改的重要

问题，所进行的复印、记录等调查取证资料，也要作为后续

审计资料进行收集归档保存。五是后续审计报告。后续审计

报告是对后续审计的工作总结，也是对审计工作效果的反映

。后续审计报告要说明后续审计的目的、重申以前的审计发

现问题和审计建议，概括所采取的纠正措施，后续审计时的

审查结果，以及审计人员对纠正措施的评价。审计人员要认

真收集整理好各类后续审计资料，并做到审结卷成，归档管

理，以便索引查阅。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