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内部审计协会准则委员会专家技术援助小组第4号公告 

中内协网 www.ciia.com.cn 点击次数:601

2004年7月7日－9日，中国内部审计操作指南定稿会在武汉市召开。中国内部审计协会副会长刘鹤章、池耀宗，副秘书长

樊廉忠、张玉，湖北省审计厅厅长高林等领导以及中国内部审计协会准则委员会部分成员，专家、教授，指南承办单位

的代表30余名同志出席了会议。

按照中国内部审计协会准则委员会2004年的工作计划，5月18日准则委员会召集在北京的准则委员会成员对即将定稿的

《建设项目内部审计操作指南》和《物资采购内部审计操作指南》进行了认真的审议。承办指南修改任务的湖北省内部

审计师协会、武钢集团公司审计部；山东省内部审计协会、山东淮坊亚星集团有限公司审计处根据北京会议的修改意见

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使提交本次会议审议的两个指南修改稿有了比较一致的框架，审计流程更加清晰，具备了一

定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刘鹤章副会长在会议开始时，对开好本次指南定稿会提出了几点建议，他指出：第一、内部审计准则是制定操作指南的

依据，指南是对内部审计准则的细化。制定操作指南一定要站在全国内部审计的高度，从这个高度出发，解决好审什

么、如何审的问题，突出实用性和可操作性。第二、作为准则体系的第三个层次，操作指南必须与内部审计的基本准则

和具体准则相互呼应，相互衔接，形成一个完整的内部审计准则体系。第三、操作指南的框架应该考虑审计工作中的现

实情况，反映专项审计的操作过程，符合操作指南的规范要求。 

代表们围绕两个指南修改稿和5月18日准则委员会提出的修改意见，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讨论，讨论主要从以下五个方面

展开并取得了共识：1、操作指南的体例应该统一，是否按内部审计准则体例排列，设总则、一般原则、附则等，一致意

见是取消一般原则，原一般原则中的专项说明并入总则之中，但条款不宜多；2、主体部分的写作顺序应该明确是按审计

过程还是按照审计程序撰写，一致意见是应按照专项审计的过程来写；3、操作指南应统一规范用语，与基本准则和具体

准则相衔接、表述相一致；4、两个指南所列审计技术方法过多、过细，应提出选用方法的原则；5、指南篇幅过长，部

分审计内容超越审计职责范围，违反了独立性原则，应当简化。 

本次定稿会特别安排出一定的审阅时间，使代表有充分的酝酿过程，论证议题集中，较好地解决了原操作指南体例结

构、章节内容和技术方法的选用、规范用语等方面存在的问题。确定统一以“审什么”“怎么审” 为主线安排每一个章

节的内容和层次，要求在每一章节中写明审计的重点领域和风险控制点。强调用准则语言叙述，条理清楚，重点必须突

出。 

池耀宗副会长在综合大多数代表意见的基础上对这次会议进行了总结，他感谢指南承办单位对修改指南所作出的辛勤工

作，充分肯定了这次会议取得的积极成果。要求承办单位再接再厉，按准则委员会的要求于2004年9月20日以前完成指南

的修改工作，修改稿交中国内部审计协会信息处，再由准则委员会指定专人统稿，最后由准则委员会审定，报请中国内

部审计协会批准适时予以发布。池耀宗副会长代表准则委员会对操作指南的进一步修改提出了应遵循的几项原则，并分

别就两个操作指南每一个章节中的重点内容及其调整范围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 

附件： 

《建设项目内部审计操作指南》、《物资采购内部审计操作指南》修改意见 

一、总体原则要求 

1.内部审计基本准则是制定内部审计操作指南的依据，作为准则体系第三个层次的操作指南，是用于指导内部审计人员

有效地开展某一专项审计工作的技术规范，用以保证审计质量、提高审计效果。 

2.操作指南的目的是解决“审什么？（确定审计内容）怎么审？（明确审计步骤）”的问题，因此应具有较强的可操作

性，指南涉及的审计技术方法应是该项目审计特有的方法；一般通用的审计方法则不必在指南中介绍。 



3.操作指南的撰写过程要始终贯穿国际内部审计师协会（IIA）倡导的“风险管理、内部控制、治理结构”与“增加价

值”和帮助组织实现其目标等理念；内审人员可以适度参与管理工作，但重点是对管理程序进行检查和监督，不应过多

地参与具体管理，以保证内部审计人员的相对独立性。 

4.由于专项审计大多需要审计人员具备该项目的专门知识和技能，在审计力量不足或缺乏某项领域的专门知识和技能

时，部分审计业务可以外包或聘用外部专家协助工作，指南中的相关内容应遵循《内部审计具体准则第14号—利用外部

专家服务》的要求撰写。 

5.指南行文要规范用语，注意与内部审计准则相呼应。如：“内部控制制度”的提法现在较少使用，应使用“内部控

制”。  

二、操作指南的总体修改意见 

操作指南定名为：《建设项目内部审计操作指南》（试行）、《物资采购内部审计操作指南》（试行） 

（一）第一章 总则（规范要点）内容包括： 

1.制定本指南的依据； 

2.指南关键词的概念或定义； 

3.适用范围； 

4.审计的目的与目标； 

5.审计内容（将第二章审计过程的内容放到第一章简述）；     6.该项审计的特殊情况说明，应当特别注意的问

题，一般写2—3条为宜。 

（二）取消《建设项目内部审计操作指南》（试行）第二章一般原则和第三章审计程序；取消《物资采购内部审计操作

指南》（试行）第二章审计程序。 

（三）从第二章开始撰写审计的主体业务，即写审计过程的各个环节：“审什么？怎么审？”。这里的“审计过程”不

是泛指意义的审计程序，而是指对被审计单位该项工作的业务流程进行审计的过程。审计过程能划分为事前、事中和事

后三个阶段的，则按这三个阶段的审计内容写；不能划分的，则按特定业务大流程的各个环节撰写。 

（四）每个环节的审计内容（审什么？）应包括：审计目标，审计所需的资料，审计证据、审计重点与风险点及其内控

要求；审计步骤与方法（怎么审？）应包括该环节业务流程中应审计的具体内容，应调查核实的各种情况和取证的方

法，尽量列出辅助审计工具。 

（五）操作指南中不再专设一章“审计报告”。审计报告可按照《内部审计具体准则第7号——-报告准则》的要求撰

写。 

（六）简明扼要地介绍专项审计可使用的特殊技术方法。 

（七）附则内容如下： 

1.内部审计师开展本项业务，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可参照本指南办理。 

2.本指南由中国内部审计协会 年 月 日发布，自 年 月 日起施（试）行。 

（八）附录： 



1.附录内容应含重要问题说明、相关名词解释、重要指标体系等。 

2.审计中可供参考的文件格式样本。 

三、建设项目内部审计操作指南 

1.第二章一般原则的内容并入第一章总则，原有的一些条款不宜放入总则的可以删去。 

2.将第五、六、七三章的内容结合到审计各流程中并尽量具体化。 

四、物资采购内部审计操作指南 

1.将第二章的内容分解到第三、四、五章。 

2.第三、四、五章的文字宜精炼，附上流程图。 

3.关于供应商一般不列入审计，如有重要舞弊线索，审计可以介入。 

4.将第一章中第4、5条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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