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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86/2021_2022__E6_8F_90_E9

_AB_98_E5_86_85_E9_c53_86110.htm 国有企业内审工作的有

效性是指内审机构履行职能作用的程度、引起企业领导重视

的程度，以及取得的监督效果。当前在国有企业改制、改组

过程中,有的内审机构被精减、有的被削弱或淡化,就其原因是

多方面的。本文结合内审工作的实践与体会,就当前影响内审

工作 有效性的几个问题及对策谈点粗浅认识。 一、影响内审

工作有效发挥作用的几个因素 1、定位不准,对内审职能的认

识模糊 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政府的直接推动下,我国内部审计

逐步发展起来。起初内部审计作为国家的代言人,以监督企业

经营管理行为,维护财经法纪为目的。而当前受这种观点影响,

内部审计地位与政府审计地位之间、内部审计职能与国家派

驻企业监事职能之间的界定就有所模糊,致使许多人认为内部

审计与企业内部管理机制无关,把企业灵活经营与内部审计对

立起来。这种认识,一方面使企业领导对内审工作不重视,削弱

或淡化内审机构；一方面使内部审计人员有“双向服务”思

想,工作目标上可操作性不强,影响内审职能的有效发挥。 2、

独立性不强,影响内部审计工作权威性 目前,国有企业普遍采

取内部设置与其它业务部门平行的内审机构,直接归企业总会

计师或财务主管分管并向其负责报告工作。审计人员与被审

计单位的各种利益密切相关。这种内审组织体制往往因利益

关系制约、人际关系影响,使内审机构及其人员工作独立性不

强,不能客观、真实、公正、深入地开展工作,作出的审计处理

决定也因管理体制上的制约而得不到有效地贯彻执行。久而



久之,内部审计便失去了权威性,成了企业可有可无的职能部门

。 3、整体素质偏低,与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不相适应 主要表

现在: （1）多数内审人员来自财会队伍,专业比较单一,后续教

育不足,知识结构不合理； (2)审查方式单一,审计时效性不强

； (3)审计手段落后,计算机程序审计、网络信息审计涉足甚

少； (4)审计报告质量欠佳,审计建议可操作性不强； (5)审计

行为不规范,审计作风不扎实； (6)审计理论钻研气氛不浓,对

国际内审准则、内审发展状况、经验技术等知识了解甚少。 

二、提高内审工作有效性的几点建议 要解决国有企业内审发

展中存在的问题,首先应提高内审工作有效性,使其在市场经济

的大环境下有更大的生存空间。基于现代企业制度建议采取

如下策略: 1、突出“内向性”,摆正内审位置 内部审计是基于

企业科学管理的需要而产生的,是企业内部多层次经营管理分

权制度的产物。内部审计对企业的依附性,从根本上决定了内

部审计只能立足于企业内部管理,代表企业对内实行经济监督,

强化服务职能,确保企业经营战略、方针目标的贯彻实施。内

部审计的内向性特点,决定了其无法代替外部审计。对企业负

责人的经济监督机制,属企业外部的经济治理行为,由政府审计

机关和国家派驻企业监事来进行。同时,企业外部监督力度的

加大、激烈的市场竞争压力,将促使企业从内部管理中挖掘潜

力,改进管理,健全内控制度。 内部审计作为企业内控制度的

重要组成部分,在激励机制中发挥有效的监督作用,越来越引起

企业领导的重视与支持,内审将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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