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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83_A8_E5_AE_A1_E8_c53_86926.htm ２１世纪的内部审计，

正历经着实质性的变化。它被定义为一种独立、客观的保证

工作与咨询活动。它的目的是为机构增加价值并提高其运作

效率。 固定资产投资存在两种极端可能：投资成功，可以促

进经济发展、振兴一个企业；也可能潜伏导致企业经营失败

的致命危机。 内部审计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将固定资产投资

控制纳入视野。固定资产投资控制以建设项目全过程各阶段

的运作为主线，实施一以贯之的审计保证和服务；以“参与

合作式”的新型工作方式为纽带，加强各个环节的协调；以

风险审计、内控审计、效益审计为主要内容，帮助组织提高

运作效率，实现“增值”审计，在共同实现建设项目质量、

工期、效益三大目标中实现联动效应。 什么是联动？我们给

它一个定义：它是指两个以上的不同组织，为了实现共同的

总体目标联手、协调地运作。这种运作产生的效应是一种积

极的合力效应。 １、在决策环节的联动。决策对企业的影响

是非常重大的。我们内部审计在该阶段的工作是参与可行性

研究，并以类似工程的评估信息直接为决策提供支持。对以

下四个方面的关注，将直接提高内审层次和效率： 一是正确

处理决策科学化与监督制度化的关系。对决策的监督是为了

提高国有资产运营质量，共同维护国有资产权益，实现国有

资产保值增值。 二是正确处理质量效益型发展战略与规模数

量扩张的关系。国企要摆脱困境，单纯地追求规模和数量的

扩张是没有出路的，必须是有质量、有效益的发展。 三是正



确处理引进设备水平与设备国产化的关系，力求节约外汇和

降低项目投资。 四是正确处理市场研究、技术研究和效益研

究的关系，着力培育企业核心竞争力。 ２、在筹资环节的联

动。筹资被称为建设项目的“命脉”运作。建立起一个生财

有道、聚财有度、用财有禁、理财有方、调控有力并能承担

项目风险及保证市场竞争力的资金运作机制，是企业应对筹

资风险，提高资金使用效果的关键，也是内部审计评价其效

益性的标准。 在各类筹资方式的选择中，内部审计以筹资成

本、筹资风险、机动性大小、筹资方便程度为审计的评价原

则。同时，关注资金筹集、运用、偿还、评估全过程运作程

序的合规性、合法性和效益性。 ３、在设计环节的联动。设

计是建设项目的灵魂，是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纽带。它

对项目成功的影响举足轻重。内部审计首先是直接参加初步

设计评审，将优选设计单位和设计方案的选择作为质量控制

的关键；其次，对限额设计的完善提供新的视角，提出限额

设计必须对类似工程进行深入剖析，以解决价值过剩的问题

。三是通过测试设计管理流程，提高设计本身的进度。四是

我们对设计变更、勘察质量索赔进行审计监督。 ４、在风险

管理环节的联动。风险审计是内部审计在较高、较深层次上

的运作。内部审计在实施日常审计中识别各类风险，通过审

计调查，寻找风险，为管理当局确定项目管理的重点和难点

提供依据。 为了应对风险，内部审计提倡业主统一保险。因

为统一保险对整个工程的风险管理和风险转嫁有充分的控制

权，可防止保险多头办理而造成的保障重复或保障脱节，可

以节约保险费支出。但选择保险公司必须慎重，应严把合同

审查关。同时要关注出险报案的及时性，关注理赔的到位情



况。 ５、在招投标环节的联动。业主成功的招标可以降低工

程成本，提高工程质量，遏制腐败，提高项目的效益性。而

形形色色的违规操作又将破坏实现这一效益的秩序，打击公

众的信心，动摇招标的权威性。因此，内部审计将招标各部

位的程序视为关键线路上的结点加以重点控制。 内部审计一

方面鲜明揭示来自管理层及形式主义的威胁是种种违规操作

的根源，并坚决查处；另一方面，从成本效益原则出发，提

出标段划分、报价澄清、企业环境等大量建设性措施并付诸

实施。 ６、在合同签订环节的联动。合同是平等经济主体之

间的协议。合同审计是内部审计从源头把关之举。签约前的

审计主要指程序性评审和合同文本评审，以保证合同的合法

与合规；合同履约中的审计主要是检查合同是否得到全面执

行，诊断合同履行中的偏差，降低风险；合同终结时的审计

，一是划清合同管理的责任界限，二是追究合同管理失误的

经济责任，三是完善示范文本的内容。 ７、在设备、材料采

购供应环节的联动。占工程总造价６０％以上的物资采购历

来是“兵家必争”的。工程采购与各类专业管理的各个环节

密切衔接将提高采购的效益性。反之，将造成企业利益在所

有接口部位源源流失⋯⋯因此，内审在采购供应方面投入的

重点，不再是环节的本身，而是一个环节与另一个环节的接

口。以审计的关注点“前移半步”为特征的“纵向到底的源

头审计法”、“横向到边的终点审计法”、“采购与应付款

的内环审计法”、“跨越部门及专业的外环审计法”，已跳

出了传统的管理，将“循环论”运用得有声有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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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