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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内部审计准则制定中的若干争论

  在内部审计准则制定过程中，各方面专家和实务工作者对若干重要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归纳起来，计有十一大

问题： 

  1、关于内部审计的定义及职能。内部审计的定义贯穿在基本准则及各项具体准则中，我们提出的内部审计定义为：

“内部审计是指组织内部的一种独立客观的监督和评价活动，它通过审查和评价经营活动及内部控制的适当性、合法性

和有效性来促进组织目标的实现。” 

  关于内部审计定义的争论焦点主要在于：上述定义和传统的内部审计定义有一定的差别，传统内部审计定义强调内

部审计对财政收支、财务收支及有关经济活动或者经营管理进行检查和评价。经过多次研讨，多数意见认为传统的内部

审计定义带有较强的政府审计色彩，不适合现代内部审计实务，因此采用此定义。具体而言有以下三点考虑：（1）内部

审计不仅涵盖财务审计，而且更需要考虑管理审计，因此，内部审计职能不仅要考虑传统的监督职能，更要强调通过评

价而促进经营管理活动效率效果的提高；（2）用经营活动和内部控制两方面来概括内部审计的对象是充分、适当的，这

也使内部审计体现出有别于独立审计及政府审计的特点；（3）借鉴IIA内部审计定义的同时充分考虑我国内部审计实务

发展水平，采纳IIA1993年实务准则中提出的内部审计的监督评价职能，暂时不采纳2001年最新实务准则提出的咨询职

能。 

  2、关于审计计划的层次及内容。在《内部审计具体准则第1号------审计计划》中，采用了年度审计计划、项目审

计计划和审计方案三个层次的概念，并按风险和审计资源这两个因素考虑年度审计计划的制定。关于审计计划的层次，

争论焦点是：是否需要划分审计计划的层次；是否需要将项目审计计划和审计方案分开考虑；是否需要特别考虑年度审

计计划的制定。经过多次讨论，大家认为：（1）内部审计有其自身不同于独立审计的特点，独立审计为接受委托进行审

计，不存在选择被审计单位的问题，而内部审计是为组织服务的，其活动必须有助于组织目标的实现。风险是影响组织

目标实现的可能性。因此内部审计必须关注风险。在内部审计工作中，为提高审计效率，必须把有限的审计资源优先应

用到风险严重的项目上。因此内部审计强调预先对年度的工作进行计划，而这一计划要对各被审计单位进行风险评估基

础上考虑相应的审计资源的分配，从而确定被审计单位。年度审计计划是内部审计的一个重要特色，也是内部审计围绕

组织风险的一个应对措施。（2）项目审计计划和审计方案具有不同的内容，前者是对审计项目实施的全过程所做的综合

安排，后者是对审计项目的审计程序及其时间等所做出的详细安排，因此属于不同的层次，必须分开。 

  3、关于内部审计通知书的送达时间。《内部审计具体准则第2号-----审计通知书》规定：内部审计机构应当在实施

审计前，向被审计单位送达审计通知书，特殊审计业务可在实施审计时送达。关于审计通知书的争论主要集中在审计通

知书送达时间问题上。有意见认为，必须为通知书送达制定严格期限，例如：三天或五天，即在实施审计前三天或五天

送达。但是持反对意见的人认为该期限的长短没有依据，在实务工作中无法操作。考虑到内部审计与政府审计的不同，

内部审计是一种自主性更强的活动，因此在准则制定中不具体规定时间，期限由各组织内部审计机构自行规定，这样更

能适应实务并体现灵活性原则。另外，考虑到一些特殊业务审计程序需要突击执行，因此对这部分业务可以在实施审计

时送达通知书，以确保突击性审计程序的效果。 

  4、关于审计证据的类型、审计证据的标准以及获取审计证据时要考虑的因素。《内部审计具体准则第3号-----审计

证据》中对审计证据划分了五种类型：书面、实物、视听、电子、口头及环境证据，并对获取审计证据时要考虑的因素

作出简单明了的说明。讨论中有意见提出要将鉴证笔录证据作为证据的一种类型。考虑到从证据形式的角度出发，鉴证

笔录属于书面证据，因此没有把它单列出来。另外，大家一致认为很有必要列入视听电子证据这种类型，因为随着信息

技术的发展，这种类型审计证据的数量将大大增加。关于审计证据的标准，本准则中明确提出审计证据应当具备充分

性、相关性和可靠性。前者是证据数量上的标准，后二者是证据质量上的标准。内部审计之所以特别提出相关性的标

准，主要是考虑到内部审计不仅应涵盖财务审计，更应该将范围扩展到管理审计，特别是有关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

等方面的审计，在管理审计中审计证据与审计目标的相关性是非常重要的，是据此作出适当的审计结论的关键。另外，

关于获取审计证据时要考虑的因素，大家普遍认为必须把最主要的因素列出来，又要充分考虑成本效益原则的例外情



况。最终确定的考虑因素是：抽样方法；审计风险水平；成本效益合理程度；重要程度。这些因素基本涵盖了最主要的

问题。 

  5、关于审计工作底稿与审计证据的关系以及工作底稿范围界定和复核的问题。《内部审计具体准则第4号-----审计

工作底稿》中界定的工作底稿是指内部审计人员在审计过程中形成的工作记录，是联系审计证据和审计结论的桥梁。审

计证据是审计工作底稿的内在实质，审计工作底稿是审计证据的外在形式与载体，二者是一致的。审计证据要达到充

分、相关及可靠的标准，其载体的质量也必须符合特定要求。因此本准则中对审计工作底稿的质量要求进行了规定。 

  本准则讨论中主要争论的问题是工作底稿的范围到底应界定到什么程度，是采用广义工作底稿（即包括审计报告在

内的一切记录），或是采用狭义工作底稿（从审计计划开始到审计报告前的所有记录）。为了与《内部审计具体准则---

--审计报告》更好地衔接，最后决定采用狭义的工作底稿范围。属于结论类的由审计报告准则来规范，不在本准则中反

映。这样的意见也符合国际惯例。 

本准则中规定了对审计工作底稿的复核，强调分级复核制度的建立，并规定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人应对审计工作底稿的复

核负完全责任。讨论中有意见认为应该把分级复核写得更详细一些。考虑到不同组织内部审计机构规模有所差别，所以

准则内容中倾向于不具体写明需要几级复核，每一级各应承担什么责任，这样可以保持准则的灵活性；另外，如果需要

对分级复核进行详细的规范，可以在后续颁发的实务指南中详细说明。该准则中的分级复核充分考虑了与计划准则、证

据准则及报告准则等准则的衔接。 

  6、关于内部控制的构成要素及其审查。《内部审计具体准则第5号-----内部控制审计》的基础概念“内部控制”采

用了国际最新的五要素观点：内部控制包括控制环境、风险管理、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监督等五个要素。讨论中争

论的焦点在于作为该准则核心内容的内部控制要素问题。我国的独立审计准则采用的是传统的三要素观点：控制环境、

会计制度、控制程序。该五要素观点是国际上最新内部控制研究的成果，在我国的会计制度、独立审计制度中都尚未引

入，是否适合我国实务，是否过于强调前瞻性而忽略现实性？坚持认为必须采纳五要素观点的意见认为：五要素是最新

理论研究成果，由于其具有明显的先进性，许多国家的理论界、各种准则制定机构、大中型企业都已接受这一观点，并

按照其研究成果对准则及内部控制实务进行了修改和改造，这是内部控制发展不可逆转的趋势。而国内虽然在会计规

范、独立审计准则等尚未考虑此观点，但是许多大型企业已纷纷借鉴五要素观点建立自身的内部控制制度并在运行中取

得了较好效果。该准则采用五要素观点能够从一定程度上促进内部控制实务的进步，因此必须强调其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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