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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itiation	of	internal	audit	projects	serves	as	the	starting	point	for	internal	audit	work	and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overall	
qual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audit activiti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ssues present in the initiation phase of internal audits and,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PDCA	cycle	theory,	elucidates	the	significance	of	standardizing	internal	audit	project	initiation	based	on	this	
theory.	By	analyzing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	of	the	four	stages	of	the	PDCA	cycle	in	internal	audit	project	initiation,	a	standardized	
process based on this theory is constructed. To ensure the smooth implementation of standardized internal audit project initi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organizational leadership, improve personnel competence, and establish an information platform, thereby 
assisting enterprises in enhancing their internal audit work stand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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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内部审计立项作为内部审计工作的起始点，对于审计工作的整体质量和效果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分析了内部审计立项环节
存在的问题，结合PDCA循环理论概念，阐述基于PDCA循环理论的内部审计立项标准化意义。通过对PDCA循环理论四个
阶段在内部审计立项中的具体应用分析，构建了基于该理论的内部审计立项标准化流程。为确保内部审计立项标准化的顺
利实施，需加强组织领导、提高人员素质、建立信息化平台等，以助力企业提升内部审计工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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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内部审计是企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监督企业运

营、防范风险、提升管理效能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1]。审

计立项是内部审计工作开展的首要环节，科学合理的立项能

够确保审计资源的有效配置，提高审计工作的针对性和时效

性 [2]。然而，在实际工作中，内部审计立项存在规划随意性、

执行偏差性、反馈滞后性等问题，影响了内部审计职能的充

分发挥。

PDCA 循环理论作为一种全面质量管理方法，具有持

续改进、闭环管理的特点，将其引入内部审计立项工作，有

助于企业建立一套标准化、规范化的立项流程，从而提升内

部审计工作质量和效率。

2 基于 PDCA 循环理论的内部审计立项标准
化思路

2.1 内部审计立项过程存在的问题

2.1.1 规划随意性
一是立项标准模糊。内部审计立项缺乏明确、清晰且

具有可操作性的标准。在实际操作中，对于哪些项目应该纳

入审计范围，更多依赖于管理层的主观判断或临时性需求，

没有基于全面、系统的考量。例如，对于不同业务板块、不

同项目的审计重要性和必要性缺乏量化指标界定，使得一些

真正需要重点审计的项目可能被忽视，而一些并非关键的项

目却占用了审计资源。

二是风险评估不足。风险评估是内部审计立项的重要

依据，但在实际过程中，风险评估往往流于形式。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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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评估方法单一、简单，多依赖于过往经验和常规指标，

未能充分结合宏观经济环境变化、行业竞争态势以及企业自

身业务创新等因素进行深入分析。另一方面，对潜在风险的

识别不够全面，仅关注到一些表面的、常见的风险点，而忽

略了一些深层次、隐蔽性较强的风险。

2.1.2 执行偏差性
在内部审计立项后的执行过程中，常常出现与计划不

符的情况。一方面，审计人员可能对审计目标和范围理解存

在偏差，导致实际审计工作偏离了立项初衷。例如，在对某

项目进行审计时，由于审计人员未能准确把握立项时设定的

重点关注事项，在审计过程中过多关注一些细枝末节的问

题，而忽略了对关键风险点和核心业务环节的审查。另一方

面，审计程序执行不严格。部分审计人员为了节省时间或减

少工作量，未按照既定的审计程序开展工作，导致审计证据

收集不充分、不准确，影响了审计结论的可靠性。

2.1.3 反馈滞后性
内部审计立项过程中的反馈机制存在明显滞后问题 [3]。

在立项前，对于相关部门和人员的意见收集不及时、不充分，

导致立项未能充分考虑到实际工作中的困难和需求。例如，

业务部门可能对某些业务流程的风险点有更深入的了解，但

在立项过程中没有合适的渠道及时反馈这些信息，使得内部

审计立项可能脱离实际情况。

2.2 PDCA 循环理论概述
PDCA 循环理论由美国质量管理专家戴明提出，将质

量管理工作分为四个阶段，分别是计划（Plan）阶段、执行

（Do）阶段、检查（Check）阶段、处理（Act）阶段，如

图 1 所示。

图 1 PDCA 循环理论流程图

PDCA 循环理论强调持续改进，四个阶段周而复始地

运转，质量水平不断提升，推动工作向更高水平发展。计划

阶段主要任务是分析现状，找出存在的问题，确定质量目

标和相应的措施计划。通过对问题的深入研究和数据收集，

制定切实可行的计划方案，明确目标、步骤、责任人和时间

节点等内容。执行阶段按照计划阶段制定的方案，组织相关

人员具体实施。在执行过程中，要确保各项措施得到有效落

实，及时解决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保证工作按照预定方

向推进。

检查阶段对照计划目标，对执行结果进行检查和评估。

通过收集数据、分析指标等方式，判断实际执行情况是否达

到预期目标，找出执行过程中存在的偏差和问题。处理阶段

根据检查结果，对成功的经验加以肯定并标准化，形成规章

制度，以便今后能够持续遵循；对于失败的教训进行总结，

分析原因，防止问题再次出现。对于尚未解决的问题，则转

入下一个 PDCA 循环，继续寻求解决方案。

2.3 基于 PDCA 循环理论的内部审计立项标准化意义

2.3.1 提高审计立项的科学性
通过 PDCA 循环理论的应用，在计划阶段进行充分的

审计需求调研和风险评估，能够确保审计立项紧密围绕企业

的战略目标和风险状况，避免立项的盲目性和随意性，提高

审计立项的科学性和针对性。

2.3.2 提升内部审计工作质量
标准化的立项流程有助于规范内部审计工作的各个环

节，从审计团队组建、审前调查到审计实施和报告编写，都

有明确的要求和标准。同时，通过检查和处理阶段的持续改

进机制，能够及时发现和解决审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不断

提升内部审计工作质量。

2.3.3 增强企业风险管理能力
内部审计立项关注企业的高风险领域，通过对这些领

域的审计监督，能够及时发现潜在的风险隐患，并提出有效

的防范措施。基于 PDCA 循环理论的标准化立项流程，能

够持续跟踪和评估企业的风险状况，促进企业风险管理水平

的提升 [1]。

3 基于 PDCA 循环理论的内部审计立项标准
化流程构建

将PDCA循环理论用于构建内部审计立项标准化流程，

依次为计划、执行、检查、处理四个阶段，形成闭环管理。

（如图 2 所示）

图 2 基于 PDCA 循环理论的内部审计立项标准化流程

3.1 计划（Plan）阶段
1. 审计调研。内部审计部门应定期开展审计需求调研，

广泛收集企业内部各部门、管理层以及利益相关者的意见和

建议。调研内容包括企业战略目标、经营管理中的重点难点

问题、高风险领域、以往审计发现的问题及改进情况等。通

过问卷调查、访谈、专题会议等方式，全面了解企业面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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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和需求，为审计立项提供充分依据。

2. 评估风险。基于审计需求调研结果，运用科学的风

险评估方法，对企业的各类风险进行识别、分析和评估。风

险评估指标可涵盖财务风险、市场风险、运营风险、合规

风险等多个方面，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式确定风险水

平。例如，对于运营风险，可以从业务流程的复杂性、内部

控制的有效性等方面评估。

3.2 执行（Do）阶段
1. 确定项目。根据风险评估结果，结合企业战略目标

和资源配置情况，确定内部审计项目。优先选择风险较高、

对企业经营管理影响较大的领域作为审计项目。同时，要考

虑审计资源的有限性，确保立项的项目在现有资源条件下能

够顺利实施。在确定审计项目时，应明确审计目标、审计范

围、审计重点等内容，为后续审计工作的开展提供清晰指引。

2. 制定计划。针对确定的审计项目，制定详细的审计

计划。审计计划应包括审计目标、审计范围、审计方法、审

计时间安排、审计人员分工等内容。审计计划要具有可操作

性和灵活性，能够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适当调整。同时，要将

审计计划提交给企业管理层审批，确保审计计划与企业整体

战略和经营目标相一致。

3.3 检查（Check）阶段
1. 内部审核。对于制定的审计计划，内部审计部门应

组织内部审核。由经验丰富的审计人员对审计计划进行审

核，重点检查审计立项的充分性、适当性。内部审核有助于

发现审计立项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及时进行修正和完善，

提高审计立项的价值 [2]。

2. 征求意见。内部审核通过后，将审计计划征求意见

稿在审计人员和业务部门范围内征求意见。牵头处室要认真

对待提出的意见，对合理的意见进行采纳，对存在分歧的问

题进行进一步沟通和核实。通过征求意见环节沟通反馈机制

的畅通性、及时性，提高审计人员对审计计划的认同感和业

务部门的配合度。

3.4 处理（Act）阶段
1. 总结经验。针对内部审计立项及审计工作中出现的

问题和不足，内部审计部门要进行深入分析，总结经验教训。

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是由于立项依据不充分、审计方法不

当还是其他因素导致的，以便采取针对性的改进措施。

2. 持续改进。将未解决的问题和新发现的问题纳入下

一个 PDCA 循环，作为下一次内部审计立项和审计工作的

重点关注内容。通过持续改进，不断提高内部审计立项的科

学性和合理性，提升内部审计工作质量和效率，更好地为企

业发展服务。

4 内部审计立项标准化实施保障措施

4.1 加强组织领导
企业管理层要重视内部审计工作，为内部审计立项标

准化建设提供有力的组织保障和支持。成立专门的内部审计

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统筹协调内部审计工作，确保内部审计

立项标准化工作的顺利推进。

4.2 提高人员素质
内部审计人员的素质直接影响内部审计立项标准化的

实施效果，企业要加强对内部审计人员的培训和考核，提高

其专业知识、业务能力和职业道德水平。内部审计人员要不

断学习和掌握新的审计技术和方法，适应企业发展和内部审

计工作的需要 [3]。

4.3 建立信息化平台
利用信息化技术，建立内部审计信息化平台，实现审

计需求调研、风险评估、审计计划制定、审计工作底稿编制、

审计报告生成等工作的信息化管理。信息化平台能够提高内

部审计工作效率，加强审计信息的共享和沟通，为内部审计

立项标准化提供技术支持。

4.4 强化沟通协调
内部审计部门要加强与企业内部各部门的沟通协调，

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在审计立项过程中，充分听取各部门

的意见和建议，争取各部门对内部审计工作的理解和支持。

同时，要加强与外部审计机构的交流与合作，学习借鉴先进

的审计理念和方法，提升内部审计工作水平。

5 结论

基于 PDCA 循环理论的内部审计立项标准化是提升企

业内部审计工作质量和效率的有效途径。通过将 PDCA 循

环的四个阶段应用于内部审计立项工作，构建标准化的立项

流程，能够提高审计立项的科学性、提升内部审计工作质量、

增强企业风险管理能力。为确保内部审计立项标准化的顺利

实施，企业需要加强组织领导、提高人员素质、建立信息化

平台和强化沟通协调等保障措施。随着企业内外部环境的不

断变化，内部审计立项标准化工作也需要持续改进和完善，

以更好地适应企业发展的需要，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保驾

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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