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部审计与政府审计、事务所审计并称三大审计。

对一般经营主体，通常只会面对内部审计和事务所审计。事务所审计通常是

上市公司年报硬性要求，或者合资公司董事会安排进行。

企业达到一定规模，或者是有合资主体，都会有审计需求。

内部审计需求的提出，一方面是外部审计的对接需要，另一方面是管理者自

身监管诉求。

然而，成立内部审计部，团队规模小的 3到 5 人，大的 8 到 20人，没有上

限。而这个团队具体能解决什么问题呢，或者说这个团队能够创造的价值是否大

于团队本身的维护成本成为老板们在设立这个部门时首先会考虑的问题。亦或者

说，老板为了应对那些看起来独挡一面的经理可能发生的错误或者舞弊所愿意的

投入（这些投入势必能够直接消除一些潜在风险）。

下面说说我对内审部一般业务及其价值所在看法：

1.专项审计

子公司业绩汇报是否虚假是否存在重大利益外流、采购是否权力寻租、销售

是否以货放贷、生产是否指定用料、研发是否工艺过剩、设备是否频繁委外维修，

那些凡是存在外联的高风险业务均可以通过专项审计的形式进行检查。检查发现

的问题多可能是控制不足，然而给予这些业务单位的威慑与监管压力能够使他们

不敢恣意妄为。

2.内部控制（风险管理）

内部控制应用是各个业务单位的事，而内控评价则是董事会的责任，一般由

审计部承担是合适的。得控则强，失控则弱，无控则乱。一个公司如果说管理松

散、处处失血，很大程度上是缺少内控评价导致的。内控是围绕风险一整套方法

论，如果应用不当，可能存在“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情况。我常说，无内控，

不审计。在控制不健全的环境下，无法判定证据是丢失了还是本身就没有。而内



控较好的团队，将对审计无所畏惧，因为所有的业务流都是有清晰逻辑和完整证

据链支撑的。

说了内控不得不说风险管理。风险管理是更大范畴，讲求全面性。在资源满

足时，可以引领公司开展全面风险管理工作。

3.招投标与议价

大型采买或销售投标需要集体决策。大型企业通常将管（流程设计）、办（流

程执行）分离以防范舞弊。直接责任部门关系过于密切，财务部门对业务前端情

况并不十分了解，由相对独立且日常监督的审计部门承担这项工作是合理安排。

4.反舞弊（文化）

如果说审计业务是对“面”上的，反舞弊则是对点上的。动机、机会、理由舞

弊三段论理论已经成熟。机会是可以通过内控关闭的，好的内控确实可以关掉机

会窗口，但是彻底关掉的成本是极大的，相信没有企业可以承受，风险敞口一定

存在。而对动机（这么干解决了自己的哪些问题或者好处）与理由（别人都这么

干我也心安理得）的管理，则要靠专门一套方法，比如申诉信箱、道德引导、先

进示范、奖惩公示、文化培训、收礼标准等。

5.管理咨询

由于完整的方法论和标准的风险评估与应对控制体系存在，内部审计团队通

常能够对管理欠缺的业务组织或者新成立的独立组织（如新建子公司）提供完备

的知识导入（制度与表格），起到效果极佳的管理咨询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