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企业内部控制审计一般是以《企业内部控制审计指引》为基础，在此基础上

指引企业的内部控制审计工作，内部控制审计的主要流程是：计划审计工作、实

施审计工作、评价控制缺陷、完成审计工作。

一、计划审计工作

地产企业审计部门需恰当地计划内部控制审计工作，配备具有专业胜任能力

的审计人员，并对助理人员的工作给予指导和复核。审计人员应当充分认识风险

评估在计划审计工作中的作用，以风险评估为基础，选择拟测试的控制，确定测

试所需收集的证据。内部控制的特定领域存在重大缺陷的风险越高，给予该领域

的审计关注应越多。例如：对于地产企业而言高风险领域主要集中在招采、营销

环节，因此需要配备业务专业能力较强的审计资源。在进行风险评估以及确定必

要的程序时，审计人员应当考虑企业组织结构、经营单位或流程的复杂程度可能

产生的重要影响和作用。企业组织结构、经营单位或流程的复杂程度可能影响企

业实现控制目标。企业的规模和复杂程度也可能影响错报风险以及应对该风险的

控制。审计人员应当根据企业情况调整工作范围，以获取充分、适当的证据，支

持发表的意见。

二、实施审计工作

审计人员按照从整体到具体业务细节的方法实施审计工作，从整体到具体业

务细节的方法是审计人员识别风险、选择拟测试控制的基本思路。审计人员在实

施审计工作时，可以将企业整体层面控制和具体业务层面控制的测试结合进行。

（一）测试企业整体层面控制

审计人员测试企业整体层面的控制，在把握重要性原则的基础上，一般关注：

与内部环境相关的控制;针对董事会、经理层凌驾于控制之上的风险而设计的控

制;企业的风险评估过程;对内部信息传递和财务报告流程的控制;对控制有效性

的内部监督和自我评价。



（二）测试业务层面控制

审计人员测试具体业务层面的控制，在把握重要性原则的基础上，结合企业

实际、内部控制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和企业整体层面控制的测试情况，重点对企业

生产经营活动中的重要业务与事项的控制进行测试，例如：地产招采、地产营销

等。审计人员需关注信息系统对内部控制及风险评估的影响。

（三）测试与舞弊风险相关的控制

审计人员在测试企业整体层面控制和具体业务层面控制时，应评价内部控制

是否足以应对舞弊风险。舞弊风险因素是指审计人员在了解被审计单位及其内部

环境时识别的、可能表明存在舞弊动机、压力或机会的事项或情况，以及被审计

单位对可能存在的舞弊行为的合理化解释。

（四）测试内部控制设计与运行的有效性

如果某项控制由拥有必要授权和专业胜任能力的人员按照规定的程序与要

求执行，能够实现控制目标，表明该项控制的设计是有效的;如果某项控制正在

按照设计运行，执行人员拥有必要授权和专业胜任能力，能够实现控制目标，表

明该项控制的运行是有效的。

（五）获取内部控制有效设计与运行的证据

审计人员在测试内部控制设计与运行的有效性时，可综合运用询问适当人员、

观察经营活动、检查相关文件、穿行测试和重新执行等方法，获取充分、适当的

证据以支持审计结论。与内部控制相关的风险越高，审计人员需要获取的证据越

多。为确保证据的充分性和适当性，审计人员通常需对测试时间安排进行权衡，

既要尽量在接近企业内部控制自我评价基准日实施测试，又要保证实施的测试能

够涵盖足够长的期间。审计人员对于内部控制运行偏离设计的情况(即控制偏差)，

应确定该偏差对相关风险评估、需要获取的证据以及控制运行有效性结论的影响。

在连续审计中，审计人员有必要考虑以前年度执行内部控制审计时了解的情况，

以合理确定测试的性质、时间安排和范围。



三、评价控制缺陷

审计人员在对内部控制设计与运行的有效性进行测试的基础上，需评价其识

别的各项内部控制缺陷的严重程度，以确定这些缺陷单独或组合起来，是否构成

重大缺陷并影响审计结论。在确定一项内部控制缺陷或多项内部控制缺陷的组合

是否构成重大缺陷时，审计人员还应评价补偿性控制(替代性控制)的影响。审计

人员应当将内部控制缺陷按其成因分为设计缺陷和运行缺陷，按其影响程度分为

重大缺陷、重要缺陷和一般缺陷。审计人员应与企业沟通审计过程中识别的所有

控制缺陷，重大缺陷和重要缺陷须以书面形式与治理层和管理层沟通。

四、完成审计工作

审计人员对获取的证据进行评价，形成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的意见，出具审计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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