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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性质与特征，如审计地位的独立性、审计范围的广泛

性、审计过程的公正性等。审计特性决定了审计职能的内涵

所在，而审计的职能、 目的又贯穿在审计活动的全过程，最

终规定了审计对象、审计依据的特征和范畴，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着审计程序和审计方法的具体运用，制约着对审计结论

产生重要影响的审计证据。审计特性是在审计活动中不断总

结和提炼出来的，随着审计环境的变迁和审计实践的发展，

审计特性也需要与时俱进，决定、指导审计行为的方向和策

略。我认为，当前内部审计需要重点关注以下六个方面的特

性： 1．前瞻性。 所谓前瞻性，就是要加强计划管理和目标

管理。 长期以来,内部审计机构的工作计划大多服从于上级部

门和本级决策层，体现出依赖性、被动性、受托性较强的特

点，缺乏中长期的战略规划。尤其是基层审计机构，项目的

主动性、选择性更加不足，即使拟定了局部的年度计划，也

常常被统一的或临时性的审计任务所替代。这种状况，造成

审计机构难以对辖区审计对象的风险状况进行总体的分析、

判断和把握，对审计环境的不确定性、变动性缺乏敏感，风

险预警职能难以发挥。审计的周期、频率和覆盖面不能正常

实施到位，审计的难度、成本和风险增大。没有顺应内部审

计系统性、全面性和主动性的要求，这是审计职责的一大缺

憾。强调计划管理，就是审计主体的行为要有明确的计划性

和层次性，各级审计机构应根据审计对象的特点、风险状况



和历史审计记录，结合上级部门和本级决策层的要求，自主

确定中长期的审计工作规划和方向，坚持“全面审计、突出

重点”的原则，有选择性地安排年度审计项目和任务，体现

出区域、时期、行业(业务)及管理层的特色和风格，展示一

定的审计文化。强调目标管理，就是在计划管理的基础上，

对审计具体目标进行细分，加强对审计工作的绩效测量和评

价，将审计的数量、质量与工作考核挂钩，建立审计项目的

质量控制体系和审计工作的监督评价体系。同时将审计目标

的实现程度，与审计计划、审计成本和审计效益等进行比较

，及时矫正偏差。 2．经济性。 所谓经济性，就是要注重审

计行为的价值发现和价值增值功能，讲求审计的成本效益分

析。 传统观念认为，内部审计工作不创造经济价值，因而受

到各方重视的程度有限。大家通常关注的也只是投入现场工

作日多少、发现问题金额多少、提出审计建议多少，对审计

怎样改进经营管理、完善业务流程和内部控制、挽回或避免

了多少经济损失等缺乏系统的分析、计量和追踪。在审计报

告提交之后，很少有人考虑对审计建议进行提炼，督促被审

单位整改到位，转化出长远的经济效益。解决此类问题，首

先要树立审计监督、风险管理过程就是创造价值过程的观念

。从审计目标入手，加大经营性审计、管理绩效审计的力度

，审计师要参与企业管理、业务流程设计和再造的全过程，

充分发挥审计的建设与评价职能，促进企业完善经营管理。

其次要进行审计项目自身的经济价值分析，对审计重点不突

出、审计成本或风险过高的项目要予以筛选，通过控制、减

少企业的风险损失，实现资产的保值增值，争取审计成果向

经济效益转化的最大化。 3．审慎性。 所谓审慎性，就是要



在合理的程度和范围内对审计事项进行有限地保证，以最大

程度地避免审计风险。同时应通过审计监督，促进企业审慎

、规范经营。 内部审计由于受到决策层意愿、审计对象配合

程度、审计手段等多种因素的制约，有时很难深入追究问题

根源、形成原因、内在联系及责任人，尤其是涉及诈骗、贪

污、账外账、小金库等性质严重的违法违规行为，对审计师

的要求更加苛刻。 由于许多问题年代久远、当事人调离甚至

死亡、资金没有在正常账表内反映、缺少相关证明材料等约

束，审计师很难进行定性判断和结论。但是，决策层对审计

机构的要求和期望值并未降低，一旦在审计过的区域或范围

内出现经济案件、重大违规事项，决策层一般倾向于追究同

期审计机构和审计师的责任，使内部审计的风险骤然增大。

提高内部审计的审慎性，就要在以下三个方面付出努力：一

是审计师要具备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培养敏锐、高超的

职业技能，敢于和善于发现问题。做到既规避审计风险，又

促使企业正确处理好发展与风险防范、内部控制的关系。二

是审计过程规范，审计技术先进，审计证据确凿，在充分占

有第一手资料的前提下发表合理意见，不提供绝对保证。三

是不排除内部审计局限性造成的疏漏，对因审计责任心以外

原因未及时发现风险隐患， 以致产生经济案件和重大违规事

项的，应及时总结教训。 4．公开性。 所谓公开性，就是在

不涉及国家机密、企业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情况下，对审

计机构所开展的一系列审计过程和结果，实行公开化。 过程

公开，就是将审计的程序、审计的要求及操作公开。结果公

开，就是将审计报告、审计建议、处理决定等在更大的程度

上公开。公开化，有利于决策层、管理层和操作层及时了解



企业的经营管理状况和风险状况，保证审计过程的规范性，

避免对审计机构的不必要干扰，严肃追究和处理相关责任人

；还有利于充分反映审计成果，使审计机构在体现自身价值

的同时，接受更广泛意义上的再监督。由于历史原因和某些

思维定式， 内部审计机构对此一直忌讳莫深，很少有审计过

程和结果公开化的尝试，造成审计对象不必要的猜疑、审计

过程得不到协调配合、审计结论常被“束之高阁”、审计追

踪不落实等现象。要解决这些矛盾，就要从保障知情权、健

全企业内部监督机制的高度出发，建立完善的审计过程、审

计结果信息公开制度，加强审计机构与审计对象的交流、反

馈，并以企业政策程序的形式固定下来。通过公开透明的审

计操作方式，向审计主体以外的对象保证审计的公平和公正

，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审计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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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