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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行业的稽核部门因工作性质的原因，与被稽核单位的信息交流并不畅通。被稽核单位有时并不清楚稽核工作的目的

和意图，会千方百计地掩盖问题，给稽核工作的开展带来较大难度。稽核部门在不了解被稽核单位真实的经营情况时，

为了规避稽核风险，往往在稽核工作中尽可能多地增加检查比率和加大稽核深度，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花费大量的

时间，从而导致稽核工作的不均衡现象：一些没有太大问题的单位可能占用了相当多的时间，而真正遇到问题的单位，

反而拿不出相应的时间、人员和精力来应对，因此稽核职能作用的发挥受到制约。 

  要改变这种状况，应围绕如何加强稽核部门和被稽核单位之间的信息传导，以及稽核部门如何对信息资源进行有效利

用等方面开展工作，以保证稽核部门工作质量的改善和监督工作总体水平的提高。 

  第一，稽核部门要加大自身宣传力度，建立从稽核部门到被稽核单位的良好信息传递渠道。 

  长期以来，因为各种原因，稽核部门的业务监督工作常常不被人们所理解。人们对稽核部门和稽核工作普遍存在一定

的歧义和误解。稽核部门检查工作被认为是“挑毛病、找问题”。这些想法固然与被稽核单位希望多肯定自身成绩，少

暴露问题的功利心理有关。但稽核部门的自身宣传不够也是造成误解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自身宣传不够，使稽核部门

帮助被稽核单位堵塞漏洞、改进管理的最终目的不被大家所了解。所以，稽核部门要在工作中加大对稽核工作性质和工

作内容的宣传力度，扭转被稽核单位与稽核部门的对立情绪，并进一步争取被稽核单位的支持和配合，使被稽核单位能

相对及时、真实地向稽核部门反映情况。另外，在工作部署上，除了保留一定的合法合规性稽核外，应适当安排一定的

经营效益稽核，切实帮助被稽核单位解决经营管理中的实际问题，还可以通过参与被稽核单位的经营管理、建立稽核部

门重点联系行等有效途径，寻找双方信息传递的有效切入点，建立从稽核部门到被稽核单位的良好信息传递渠道。 

  第二，正确处理好稽核监督与稽核处罚的关系，确保经营信息的有效反馈。 

  对被稽核单位及经办人员的处罚必须掌握一个恰当的尺度，过多、过重的处罚只会进一步弱化被稽核单位向稽核部门

的信息传递。动辄就罚，或者把处罚多少当作评判稽核工作好坏标准，只能进一步加剧稽核工作中的信息不对称，不利

于全行改进经营管理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稽核部门应该视问题轻重，对被稽核单位的违规违纪问题区别对待：严重的违规违纪和屡查屡犯的问题，可以通过处

罚达到警示教育的目的；一般性的违规违纪问题可交由业务部门处理，在纠改问题的同时，由业务主管部门根据问题性

质，拿出解决问题、加强管理的确切方案，以确保类似问题不再重复发生。 

  第三，对被稽核单位进行风险评级，使稽核部门的工作有的放矢。 

  稽核部门本身具有鉴定职能，要确切了解被稽核单位的风险管理情况，应该首先对其内控情况进行评价和判断，在评

价和判断的基础上，对被稽核单位存在的风险程度进行评级、量化。并据此确定稽核工作的重点和方向，有针对性地开

展工作。对于风险等级低的单位可以减少实质性测试的内容或适当减少稽核频率；对风险等级较高的单位必须给予足够

的重视，除了增加实质性测试的内容外，还必须增加稽核频率和稽核力度，确保风险管理措施落实到位。 

  第四，加强对稽核成果的分析利用，促进稽核信息更好地传递。 

  对被稽核单位而言，稽核部门历次稽核中发现的问题，都是其经营管理情况的重要信息披露，稽核部门可以充分利用

这些信息资源，更好地为稽核工作服务。一是稽核部门要彻底摆脱就事论事的稽核方式，及时对稽核发现的问题进行整

理分析，查找问题发生的深层次原因，在督促被稽核单位和业务部门进行纠改的同时，为管理层提供经营决策信息；二

是以往问题发生的部位常常是该单位业务管理的薄弱环节，稽核部门在稽核时要特别注意对这些问题高发区的监督，以

免类似问题重复发生；三是通过对问题的总结和分析，寻找问题分布的内在规律，为以后开展稽核工作提供有效的信息



支持，便于稽核部门能够更迅速、更准确地发现问题；四是通过加快稽核工作档案管理的电算化进程，加强稽核工作信

息数据库建设，使稽核信息的查询更快速、更便捷，实现稽核信息的快速传递和资源共享。（作者：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河北省分行稽核处 孙孟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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