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几乎没有内审人员否认内部审计报告的重要性。但在实践中，不少内审人员

往往忽视内部审计报告的重要性，在撰写审计报告上投入过少的精力，使审计报

告不能展示审计发现，甚至审计报告出现逻辑混乱、漏洞百出的现象。审计项目

现场阶段，审计人员大部分精力都会放在问题的挖掘上。审计项目结束后，审计

人员把审计发现简单加工后放进审计报告里进行上报。

重要审计发现是审计工作的成果。但如果忽视审计报告这个审计成果展示的

主要手段，审计人员就可能使自己的劳动成果大打折扣，同时也就丧失了体现审

计价值和专业性的大好机会。

下面，我们一起从几个维度再来认识一下审计报告的重要性吧。

一、如何认识审计报告

1.产品载体

内部审计部门为组织创造价值，内部审计部门通过提供审计产品来实现自身

价值。审计产品的功能是揭示问题、评估风险、提供审计建议等。而审计报告正



式是审计产品的主要载体。好的审计报告，就像苹果手机那样，不仅有强大的功

能，也有精心的“工业设计”，还有让人欣悦的外观。审计备忘录也好，邮件也要，

或者是其他什么书面形式，都不能替代审计报告，审计报告是审计产品的正式载

体，失去这个载体，构成审计产品的各个零件就会到处散落，不能发挥最大的效

能。

2.沟通工具

邮件沟通、口头沟通等都不够正式，也不能引起审计报告关联方的重视。审

计报告是审计部门与被审计部门的正式沟通工具。被审计部门依据审计报告列示

中列示的问题向审计部门反馈意见，或者向审计部门定期或不定期沟通审计发现

问题的整改的落实情况。审计报告也是审计部门与主管领导的正式沟通工具。审

计报告中列示的内容一方面能够反映审计部门的态度和建议，另一方面主管领导

也将就审计报告列示的内容向审计部门提出意见、疑问、指示等。而且，审计报

告也不是一次就能定稿的，也是在征求意见中，实现沟通的作用。

3.营销手段

内部审计部门为组织提供审计产品，为了让组织内更多的人关注和使用审计

产品，内部审计部门需要有营销意识。内部审计部门不仅要营销自己的产品，还

要营销审计部门自身,不仅要做幕后工作,还要让组织各部门知道内审部门是为组

织创造价值的,而不仅仅是挑毛病的,是为完善公司治理服务的,而不仅仅是为组

织领导服务的。审计报告报送给组织领导，能够让组织领导看到审计部门的专业

视角，能够让组织领导看到审计部门的态度，也能够通过逻辑严密的语言表说服

组织领导接受审计部门的观点。审计报告提交给被审计单位，也能够让被审计单

位看到审计部门的价值导向，也能够让被审计单位理解审计部门的立场。

4.总结方式

审计报告可以从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审计项目开展的效果和质量，以及反映出

审计的思路和方法。审计报告也是内部审计部门总结工作的一种很好的方式。通

过阶段性自我评估审计报告，内部审计部门能够总结出以往工作的亮点与不足，

可以进行经验的积累。审计报告不仅可以作为审计部门总结的一种方式，也可以



作为审计人员工作总结的一种方式。对于审计部门来说，定期把各种审计报告汇

总一起，可以发现审计方向是否与年度审计目标是否一致，可以发现审计思路和

方法是否可以进一步改进。审计人员把自己撰写的审计报告，或者他人撰写的审

计报告，进行汇总对比，发现自己在审计思路上与他人的差距，发现自己在撰写

审计报告中存在哪些需改进的地方，等等。

5.分析平台

审计报告不仅可以作为审计工作总结的主要方式，还可以作为统计分析的平

台。审计报告的信息量是很大的，里面包括项目开展的基本情况、被审计单位的

基本情况、审计发现等等。如果把每篇审计报告里的信息进行归类，再把同一类

的信息进行统计分析，还能够获取更有价值的信息。例如，把某一阶段的审计报

告里反映的审计发现问题进行归类，再进一步细分到控制流程中去，然后利用统

计工具，就会得到组织的风险分布图，或者是风险热度图等。审计报告的信息一

般都是得到各方确认的，因此，审计报告里的信息更有参考价值，可信度也更高，

可以作为统计分析的数据来源。

二、撰写审计报告注意事项

尽管每个企业组织内部审计部门对审计报告会有不同的理解，每个企业组织

内部审计部门的上级领导对审计报告也有不同的要求，每个企业组织内部审计部

门的审计报告模板也会有所不同，但以下事项需要每位刚开始写审计报告的内审

人员格外关注：

1. 审计报告不是工作底稿的缩略版。审计人员切忌不要把工作底稿里的信

息，经过简单删减后直接放在审计报告中，还需要进一步的深加工。甚至部分审

计人员为了早点上报审计报告，直接把工作底稿里的内容直接粘贴到审计报告中，

这是不负责任的表现。

2.审计报告务必条理清晰、语言精炼。审计报告的质量体现审计人员的专业

水准，条理清晰、语言精炼是撰写审计报告最基本的要求。逻辑混乱的审计报告

不仅可能把阅读者带入歧途，还反映了审计检查的思路混乱。



3.审计报告里的数据务必准确无误。在实践中，审计报告中的数据也会因为

审计人员的疏忽造成不同的错误。审计报告中数据错误的种类很多，比如与会计

报表不一致。造成错误的原因也有很多，比如统计口径不一致。审计报告中的数

据错误是不能容忍的，其造成后果的严重性也是不言而喻的。

4.审计报告尽可能提供有价值的审计信息。审计报告是审计产品的载体，审

计报告要为组织领导提供有价值的审计信息，以提升审计报告的含金量。不仅审

计报告中的审计发现要有价值，审计报告中的意见或建议也应该切实促进被审计

单位的整改或者促进组织内控体系的完善。

5.审计报告构思应贯穿整个审计流程。审计报告不是仅仅在审计项目现场结

束或者实施审计过程后才进行构思与撰写，而应该从审计项目立项时就开始构思。

构思的内容包括：审计报告的阅读者都有哪些、阅读者的特点是什么、审计报告

的重点如何与阶段性审计目标相一致、审计报告的撰写风格是否需要调整、组织

领导或审计部门领导对审计报告又提出过哪些新的要求，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