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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87/2021_2022__E8_B5_B0_E

5_87_BA_E5_86_85_E9_c53_87240.htm 我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

和企业经营管理模式，使人们对内部审计的认识产生了许多

误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要

充分发挥现代企业内部审计的职能和作用，必须澄清对内部

审计的某些错误认识。 一、内部审计认识的误区来源

：www.examda.com 误区一：内部审计具有“双向服务职能”

。既承担着代表国家对各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加强监督管理的

职能，又要为企业经营管理服务。 误区二：强调领导重视，

认为应由各部门、各企事业单位行政领导主管内部审计工作

，在一定程度上夸大了内部审计的职能。认为企业内部的事

情，无论大小轻重，都要内部审计参与过问。 误区三：内部

审计人员的配置是企业内部的事情，结果造成内部审计人员

素质普遍低，业务水平有限。 误区四：过分强调内部审计的

独立性和权威性。主张内部审计实行派驻制，并赋予其处罚

权力，完全把内部审计同本单位割裂开来，其实质是把内部

审计变成外部审计，扭曲了内部审计的本来面目。 二、产生

认识误区的根源 笔者认为，产生以上内部审计认识误区的根

源，在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行政管理模式和国有企业产权制

度的不完善。 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实行高度集中的经营管理方

式，一切都要按照国家需要设立机构，内部审计机构被当作

行政部门来设置。其目的就在于把内部审计作为行政管理的

一种手段，以监督企业的行为。正是这种制度的缺陷，使得

内部审计职能、目标不明确，在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



利益不完全一致的情况下，内部审计处于两难境地，弱化了

其监督职能。 传统国有企业产权制度的缺陷也是产生内部审

计认识误区的重要根源。其主要表现在：政府履行经营者职

能，因而企业不负盈亏；剩余所有权不可转让，企业没有被

淘汰的压力。在这种残缺的产权制度下，尽管实行委托代理

制度，但由于缺少科学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使得权利与责任

失衡，产生了“内部人控制”问题。把内部审计置于企业负

责人的领导之下，无异于形同虚设，又怎能发挥其监督企业

的职能作用呢？ 三、走出认识误区的条件来源

：www.examda.com 走出认识的误区，必须重新认识内部审计

，即内部审计仅有单向服务职能为企业服务职能；只有建立

现代企业制度，内部审计才能受到重视。内部审计的独立性

是相对的，其权威性在于功能的发挥；内部审计的职能发挥

要受技术、人员素质的限制，内部审计人员资格应实行统一

选择制度。笔者认为，对内部审计的上述认识，必须满足如

下条件： 1、变传统企业制度为现代企业制度。传统企业制

度的产权制度本质上是政府产权制度。这种单一化的产权制

度与市场经济不相容，企业内部审计监督机制不能发挥作用

。在现代企业制度下，财产的终极所有权和企业的法人财产

权是分离的，在健全的法人治理结构下，股东大会、董事会

、经理、监事会之间是分权制衡的关系，企业“内部人”会

格外关注内部审计，以使其充分发挥监督作用，监督其他“

内部人”的行为。 2、变行政设立内部审计为企业按自身实

际需要设立。在现代企业制度下，企业可根据其经营规模、

管理复杂程度等，确立建立何种形式的内部审计。如可考虑

由总经理、董事会、监事会、股东会领导内部审计机构，或



者不设立内部审计，常年聘用社会审计人员等，这样更能体

现内部审计的本质。 3、变行政管理模式为协会管理模式。

由于我国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行政管理模式成为经济管理

的主要模式，各行各业里，本来应由民间或行业自行管理的

领域，也深深烙上行政管理的烙印，越来越不适应市场经济

发展和行业自身发展的需要。在内部审计发达的西方国家，

大都实行协会管理，由协会对内部审计进行监督，并协调其

与各方面的关系，政府机关仅仅就某些方面对其加以限定，

没有太多的干预。实践证明，这种做法很有利于内部审计的

发展。 4、变企业选择内部审计人员为协会统一选择。在改

变行政管理模式之后，加强协会对内部审计的管理就显得十

分重要了，可以对内部审计人员实行统一注册考试制度，做

到持证上岗，促使其在业务水平和技能上满足现代企业对内

部审计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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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