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明确的定位是做好内部审计的前提

作为内审部门来说，明确在组织中的定位才能充分发挥内审最大的作用。同样，

作为内审人员，不仅需要做好在审计部门的定位，也要审计工作中做好定位。内

审人员在内审职业的发展的不同阶段要有不同的定位。对于刚接触内审工作的人

来说，要多看、多听、多问、多思考，就是把自己当成初入行的“学徒”，在不断

实践中，逐渐掌握各个审计业务技能，不能想着一口吃个胖子。对于做了两三年

内审工作的人来说，要看看自己是否全面掌握了组织的各种审计业务，是否具有

一定的审计分析能力，是否能为组织提出有价值的审计建议，是否能制定总体的

审计计划，是否能组织协调部分人员开展某个模块的审计项目等等。对干了五年

以上的老内审人员来说，无论在组织中是否给予一定的职级，都应按照专家级的

水平要求自己，为组织管理层提供更高层面的管理建议。

二、良好的责任心是做好内部审计保证

干好任何工作都要有良好的责任心。做好内部审计，责任心可能比暂时具备的业

务技能更重要。做内审工作，需要在不断地调查取证中寻找管理中是否存在风险

隐患、潜在损失或者舞弊行为，而调查取证是项很枯燥的工作，一方面要细心谨

慎、认真判断各种蛛丝马迹，另一方面要对抽样的每笔业务做认真的检查，偷下

懒，也许就会丧失一条重要的线索。内审做的时间长了，往往会产生厌烦的感觉，

尤其是翻了一本本会计凭证和业务资料之后无重大的审计发现之后。这时候，除

了要不断改进思路和方法之外，支撑自己认真努力地完成既定审计程序的，还要

靠过硬的责任心。内部审计的这种责任心不仅要对组织负责、对内审部门负责，

也要对自己的职业生涯负责。

三、积极实践是做好内部审计的基础



曾经和几次“四大”来的内控专家或咨询专家们合作过，自己的单位也不断聘请

“四大”人来做咨询。刚开始还觉得这些“四大”的人蛮专业的，但时间不长，就觉

得他们的“先进理念和方法论”只是停留在口头上，他们的第一讲座听着还有点意

思，但第二次、第三次之后，既没有新意也没有可操作性，很难落地。这种感觉，

不止是我一个人才有，身边的内审同事很多都是这种感觉。为什么会这样？其中

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这些“四大”的专家还没有真正了解合作单位的业务，或者对

该行业的业务都不熟悉。再先进的方法论也要放在实践中去检验和调整，去打造

一种适合本单位的模型来。做好内部审计，需要不断地学习，而学习来的方法和

技术，要放到实践中去检验才行。

四、制定并实施学习计划是做好内部审计的助推器

内部审计涉及组织的各个方面，既需要了解宏观方面的决策，也需要探究微观的

操作流程，财务、业务、法律、信息、风险各个知识都要有所了解，部分知识还

要精通。既然需要为组织做诊断，既然要实现审计价值，内审人员就要掌握被审

计的业务流程，这样才能提出有针对性地审计建议。无论对刚入行的新手还是老

内审人员来说，制定一个合理的学习计划才会让自己为下一个挑战做好充分准备。

要学的东西太多了，到底从哪里入手呢？是先精通财务知识还是先精通内控或风

险管理？先熟悉成本核算还是预算管理？我个人认为，在能完成现有工作任务的

情况下，可以自己的兴趣为出发点，去逐步学习最感兴趣的知识；也可以从组织

最需要内审人员去解决问题的相关知识入手，去学习当前组织最需要的内审知识。

无论怎样，都要给自己制定学习计划和目标，这样才不会这也学那也想学，反而

什么也学不好。

五、充分沟通是做好内部审计的必要条件

内审人员要和组织的各个层面的人打交道、做访谈，要和比自己职级高的人做访



谈，也要和比自己职级低的人做访谈。在每次审计项目中，访谈是重要的环节。

有时候，从沟通访谈中获得的信息，会比从数据分析中获取的信息更有价值，因

为表面的数字会掩盖一些事实，数字也会被人为调整。如果有串联的舞弊，从流

程的串行测试或数据核对上一般不容易找出问题。许多内审人员是财务出身，或

因为前期工作性质的原因，不喜欢或不擅长与人打交道，而更喜欢跟数字打交道，

但做了内审毕竟还是要沟通的。审前准备索要审计资料需要与被审计单位沟通，

审中需要与被审计单位沟通，审后不仅要把审计结果与被审计单位做好充分沟通，

还要向审计部门的领导做反馈。作为审计人员，不仅要学会主动与被审计单位的

人员沟通，也要善于沟通，让被审计单位的人员尽量提供更全面真实的信息。

六、具备开放的心态促进内部审计价值的提升

内审人员都知道，自己有做不完的事情，有学不完的知识，也知道内部审计往往

缺少独立性或者被赋予的资源较少，在很多单位内审部门的地位不高，内审人员

的待遇也不高。大家也都知道，在中国企业的发展中，内审部门存在的时间并不

长，内审部门能给企业或组织带来多少价值也不尽相同。路是靠自己走出来的，

内审人员要想让组织知道自己存在的价值，先要把成绩做出来，先从内控和风险

角度提出组织在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进而再从战略等更高角度提出管理建议。心

态决定出路。即便组织没有为内审人员设定良好的发展通道，那也没关系，一方

面内审人员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扩大自己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内审人员也要珍

惜在内审部门的工作机会，因为内审部门会接触到其他职能部门接触不到的各种

业务问题，利用在内审部门学习到的各种业务知识，为今后的职业发展打下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