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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部审计在固定资产投资控制中的联动 

  什么是联动？我们给它一个定义：它是指两个以上的不同组织，为了实现共同的总体目标联手、协调地运作。这种

运作产生的效应是一种积极的合力效应。 

  我们在投资审计中，把整个固定资产投资控制看作一个运行的闭环，这个闭环的各个环节就是建设程序，包括决

策、筹资、设计、招标、设备材料供应、施工、核算、概预算审查、后评估。在每一个环节中都体现着质量、工期与效

益。比如：决策的质量体现在科学性，工期体现在进度，效益体现在对整个项目的估算。设计的质量体现在设计深度，

工期体现在图纸交付进度，效益体现在科学优化的限额设计…  

  正象在建设程序的每一个环节中都体现着质量、工期与效益一样，内部审计在每个环节也围绕这三大目标实施着风

险审计、内控审计和效益审计。 

  第一、以风险审计为例：审计报告注重于风险问题，会使高层管理者产生更多的共鸣。第二，内控审计是覆盖固定

资产投资一切领域主旋律，是内部审计的基本功。第三，效益审计是围绕建设项目的三大目标，直接评价各个环节运作

的合理性和有效性、是内部审计增加项目价值并提高运作效率的主要途径。 

  例如，在决策过程中，风险审计关注方案选择失误的问题，内控审计关注决策程序问题，效益审计前期评价项目估

算，后期依靠后评估检验项目效益；在设计阶段，风险审计关注技术方案选择及设计错误的问题，内控审计关注设计变

更及程序问题，效益审计评价限额审计问题……，如此等等。 

  无论是风险问题，还是内控问题、效益问题，一旦产生，直接冲击工程的质量、工期和效益。因此实施这三大审计

的主要原因，来自固定资产投资是各方利益的追逐焦点，这种驱动力带来的变革使内部审计不断探索新的见解和技术，

将其综合到更为有效的内审程序中。  

  所以，准确地说，固定资产投资控制是三大目标贯穿始终的过程，也是三项审计贯穿始终的过程。你中有我，我中

有你，共同实现联动。内部审计与专业管理之间采用的内控思路、管理实务技术和工具也日益兼容并存，不少审计难点

的突破往往是双方管理技术共同借鉴和弥补的结晶。 

  我们在联动中的效应： 

  1、在决策环节的联动 

  决策对企业的影响是致命的。我们内部审计在该阶段的工作是参与可行性研究，并以类似工程的后评估信息直接为

决策提供支持。 

  对以下四个方面的关注，将直接提高内审层次和效率。 

  一是正确处理决策科学化与监督制度化的关系。对决策的监督是为了提高国有资产运营质量，共同维护国有资产权

益，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二是正确处理质量效益型发展战略与规模数量扩张的关系。国企要摆脱困境，单纯地追求规模和数量的扩张是没有

出路的，必须是有质量、有效益的发展。 

  三是正确处理引进设备水平与设备国产化的关系。力求节约外汇和降低项目投资。 



  四是正确处理市场研究、技术研究和效益研究的关系。着力培育企业核心竞争力。  

  2、在筹资环节的联动 

  筹资被称为建设项目的“命脉”运作。建立起一个生财有道、聚财有度、用财有禁、理财有方、调控有力、并能承

担项目风险及保证市场竞争力的资金运作机制，是企业应对筹资风险，提高资金使用效果的关键，也是内部审计评价其

效益性的标准。 

   在各类筹资方式的选择中，内部审计以筹资成本、筹资风险、机动性大小、筹资方便程度为审计的评价原则。同

时，关注资金筹集、运用、偿还、评估全过程运作程序的合规性、合法性和效益性。  

  3、在设计环节的联动 

  设计是建设项目的灵魂，是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纽带。它对项目成功的影响举足轻重。内部审计首先是直接参

加初步设计评审，将优选设计单位和设计方案的选择作为质量控制的关键；其次，对限额设计的完善提供新的视角，提

出限额设计必须对类似工程进行深入剖析，以解决价值过剩的问题。三是通过测试设计管理流程，提高对设计本身的进

度。四是我们对设计变更、勘察质量索赔进行审计监督。 

   4、在风险管理环节的联动 

  风险审计是内部审计在较高、较深层次上的运作。内部审计在实施日常审计中识别各类风险，通过审计调查，寻找

风险，为当局确定项目管理的重点和难点提供依据。 

  为了应对风险，内部审计提倡业主统一保险。因为统一保险对整个工程的风险管理和风险转嫁有充分的控制权，可

防止保险多头办理而造成的保障重复或保障脱节，可以节约保险费支出。但选择保险公司必须慎重，应严把合同审查

关。同时要关注出险报案的及时性，关注理赔的到位情况。  

  5、在招投标环节的联动 

  业主成功的招标可以降低工程成本，提高工程质量，克服腐败，提高项目的效益性。而形形色色的违规操作又将破

坏实现这一效益的秩序，打击公众的信心，动摇招标的权威性。因此，内部审计将招标各部位的程序视为关键线路上的

结点，付出审计措施。 

  内部审计一方面，鲜明揭示来自管理层及形式主义方面的威胁是种种违规操作的根源，并坚决查处；另一方面，从

成本效益原则出发，提出标段划分、报价澄清、企业生态等大量建设性措施付之实施。 

  6、在合同签订环节的联动 

  合同是平等经济主体之间的协议。它在错综复杂的经济关系“网结”中，维系投资控制秩序和公平的定位。 

  合同审计是内部审计源头把关之举。签约前的审计主要指程序性评审和合同文本评审，以保证合同的合法与合规；

合同履约中的审计主要是检查合同是否得到全面执行，诊断合同履行中的偏差，降低风险；合同终结时的审计一是划清

合同管理的责任界限，二是追究合同管理失误的经济责任，三是完善示范文本的内容。 

  7、在设备、材料采购供应环节的联动 

  占工程总造价60％以上的物资采购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最花钱的地方应该如何花钱？”则成为业主最为棘

手的“双刃剑”。  

  工程采购与各类专业管理的各个环节密切衔接将提高采购的效益性。反之，将造成企业利益不显山、不露水的在所



有接口部位源源流失…… 因此，内审在采购供应方面投入的重点，不再是环节的本身，而是一个环节与另一个环节的接

口。以审计的关注点“前移半步”为特征的“纵向到底的源头审计法”、“横向到边的终点审计法”、“采购与应付款

的内环审计法”、“跨越部门及专业的外环审计法”，已跳出了传统的管理，将“循环论”运用得有声有色。 

  8、在施工环节的联动 

  施工阶段是工程造价控制的前沿。内部审计在施工环节的审计，是直接囊获“芝麻开门”般收获的效益审计。它直

接验证投资控制的所有环节在管理上的成效，它也赤裸裸地展示着管理的缺陷在这里的冲突和恶果。 施工现场有我们内

审需要的一切线索： 

  因此，一个称职的内审人员首先要有深入现场、向现场学习的作风。 信息在一线收集，措施在一线制定，问题在一

线解决，形象在一线树立，成为企业控制投资的生力军。 

  9、在工程造价管理环节的联动 

  现代审计正走出传统概预算审计的模式，内审成果转化为管理成果的直接效应是带动工程造价部门自我控制机制的

出现，以自律行为为特征的“会审制”在提高造价部门工作质量的同时，也有效地降低了审计风险。内部审计部门与工

程造价部门共同将管理的触角渗透到建设项目全过程。 国际清单报价、FIDIC条款、承包商投标策略、报价技巧等实务

技术的出现，为内部审计和工程造价管理开辟了新的视野，一种新型的合作参与式的关系使管理更有成效。 

  10、在财务管理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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