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部审计标准化是规范审计作业、提高审计质量、降低审计风险的重要手段。

内部审计标准化往往以审计手册为载体，将审计流程固定下来，将工作底稿等审

计资料形成统一模板。内部审计的标准化往往参考外部审计程序化、模板化、制

式化，使审计人员无论经验多少都能形成相对统一的工作底稿。至于同一个问题

是否形成一致的判断，那就另当别论了。内部审计标准化好处多多，然而有些事

情我们还是要思考一下：

内部审计标准化如果能促进审计质量的提高，那么审计质量由谁来认定。

内部审计标准化能促进审计质量的提高吗？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理念上，我们都

会认可内部审计标准化可以促进审计质量的提高，有了标准，审计人员才知道该

做什么、如何做。但是往深处一想，内部审计质量是由谁来认定的？内部审计一

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审计质量的评价也只能审计部门自己来做。审计部门给自

己的质量评价较高，或者聘请第三方评价审计质量较高，那么组织领导会满意

吗？组织的领导恐怕很少会关注审计质量是什么样，而关心审计发现了什么他没

有注意到的问题，审计会提什么样的建议。也许组织领导对审计质量的评价更多

地是基于“审计发现的质量”。标准化的内部审计能带来重要的审计发现吗？未必。

标准化的内部审计也许能像外部审计那样降低审计风险，但内部审计的风险是什

么？肯定不是不应出具无保留意见而出具了无保留意见，而是没有发现领导关注

的问题或者对组织有重大影响的问题。

内部审计标准化如何符合内部审计的动态性、灵活性的特点。要推行内部审

计标准化，肯定会在一个时间段内保持审计作业的评价同一个标准。与外部审计

相比，内部审计所在的企业面对更加多变的市场环境，企业的业务政策会随着市

场、监管政策的变化而变化，内部审计所参考的企业规章制度也会适时进行调整。

怎么解决内部审计标准化的相对稳定性与内部审计动态性、灵活性的矛盾呢？解

决的思路就是定期对审计作业标准化手册进行更新，至少每年更新一次，有条件



的可以根据业务政策或业务流程发生重大变化时随时调整。内部审计标准化不应

该是一成不变的，而应该与时俱进，不断地迭代升级。同时，还应该考虑一种情

况，就是按标准化审计流程没有发现问题，而是否应该额外增加审计流程以发现

问题，因为很多的审计部门是以审计发现的数量和质量来考核审计人员的。

内部审计标准化如何不对审计人员的创造性产生消极影响。内部审计要面对

多种多样业务场景，内部审计人员也会有自己的审计思路。内部审计标准化应该

在一定的框架下，允许审计人员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的审计策略。内部审计标

准化不应该面向所有层面的审计人员，而是应该主要面向初中级审计人员，而对

更高级审计人员可以允许其在一定范围内按照自己的审计思路开展检查。我们也

看到很多外部审计派驻现场执行标准化审计流程的人员往往是刚毕业一两年的

新手，这也就是为什么要实行标准化的愿意之一。有条件的审计部门，在执行标

准化审计的同时，也要开辟一点“试验田”，做一些创新的业务探索和尝试。

通过审计信息化推进内部审计标准化。审计信息化建设的目的不止是把把线

下操作转移到线上，更大的目的要实现数据自动化分析、审计实时监测、人工智

能审计，也就是由人工操作转为系统自动操作。信息系统的自动化操作是基于人

工设定的标准程序和审计模型来实现的，从而也就由信息系统实现了审计的标准

化操作。当然，审计流程不可能完全由系统来操作，还有很多例如访谈、盘点等

流程需要由人来完成。通过审计信息化推进内部审计标准化，更多的意义还在于

腾出更多的审计资源来做一些创新性、开拓性的审计业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