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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部门内部审计本身就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引起

了高度的重视。监督机构和社会公众要求政府积极的履行

相应委托责任，面向全体群众公布资源的实际利用情况 [1]。

作为政府财务主管的重要内容之一，内部审计对强化公众

资源实际利用率和评估政府部门的工作情况具有显著影响。

但是综合目前的实际情况加以分析，发现国家政府内部审

计还是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理论层面的研究并不深刻，

以至于理论和实践相互脱节，阻碍了国家政府内部审计工

作的开展，降低了基本的工作效率。

国家的政府部门缺少相对可靠的法律法规，影响到

内部审计制度的构建。首先，因《审计法》中阐述了审计

机关对内部审计工作的业务具有指导与监督的职责，但政

府公共部门实际构建的内部审计制度要求相对匮乏，仅有

1999年和 2006年修订的两版，实际的效力并不明显。其次，

政府部门内部审计最为密切的部门规章中，也未能详细地

概述出政府内部审计部门需要构建起的规章制度，可见国

家的政府内部审计工作还面临着重重阻碍。反观发达国家，

政府内部审计制度的强制性要求较多，这对于政府内部审

计工作的开展起到了明示作用，除了能够强化基本的审计

工作效率外，还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国家政府内部审计事

业的稳步发展。

内部审计机构的存在让相关工作的开展获取了支撑条

件，相关机构的作用能否发挥出来，重点是考虑机构设置

的健全性。结合目前中国国内的情况分析，内部审计部门

的设置仅是依照自身需求和相应的法律法规展开，未能结

合全方位考量 [2]。在功能层面上分析，政府内部审计部门并

非单位正常运转中必不可少的参与者，加之目前的部门编

制呈现出紧张局面，若是没有强制性的法律要求，政府部

门一般不会主动设置内部审计机构，还从节约成本的角度

上让内部审计机构以挂靠、独立等各种形式存在。在形式

-

Abstract

Keywords

政府部门内部审计工作的开展对策
蒋振权 刘婷婷

长春财经学院，中国·吉林长春

摘 要

政府部门内部审计属于内审机构的基本工作，关系到政府内部公共资源以及权利的实际使用情况，判断相关指标是否符合
标准及规定。论文重点分析政府部门内部审计工作中的现存问题，提出合理化建议，让相关的对策针对性的处理实际问
题，推动国家政府部门内部审计工作整体进程。

关键词

政府部门；内部审计；开展对策

【作者简介】蒋振权（1998-），男，中国吉林吉林人，在

读本科生，从事审计研究。



69

财经与管理·第 05 卷·第 10期·2021 年 10 月

层面上分析，内部审计机构缺乏一定的独立性，且不具备权

威性，无法充分的展示出自身的影响力。很多的发达国家已

经设置了较为全面的机构，比如英国和美国等政府部门在多

个层次设立了内部审计部门，其中以美国最为健全，其除了

制定了内部审计政策外，还将内阁部门检察长与效率委员会

建立起密切的联系。

当前，政府部门内部审计人员处于相对缺乏的状态，

即便是已经在相关岗位上的人员，他们的专业知识和现代认

知明显不足，尤其是科学的审计技术和电算化知识掌握不到

位，导致中国的审计事业发展备受阻碍。在此过程中，内部

审计人员多是交由财会人员完成，他们在专业知识和环境的

限制下，导致审计工作表现出形式主义，缺乏实质性，还有

些公共事业单位和行政机关并未设立专职审计人员，导致审

计工作的质量无从保障。以英国为例，内部审计部门管理人

员的任职要求之一便是具备着资格证书，还应该拥有十分丰

富的实践与管理经验。在参与相应的工作前，必须要接受专

业化的培训，只有通过之后，才可正式上岗 [3]。

某些学者做出了深刻的研究，发现国家政府部门内部

审计的方法和技术较为落后，仍然采用人工查账的手段，而

且多是通过内部审计人员的简单判断抽查平整，未能合理地

使用先进软件辅助操作。发达国家除了雇佣专人参与相关工

作外，还对多种类型的技术方法进行开发和研究，在实际的

审计工作中积极的运用了计算机软件，强化了效率，降低了

风险。在审计依据上，审计署颁布的准则与主管部门制定的

制度体现出基本效力，但是内部审计准则对政府部门的指导

性不够理想，难以推动国家政府部门内部审计工作。此外，

国家还是运用了事后审计和静态审计为主的方式，导致很多

的问题无从把控，影响到审计工作的成效。

为保证国家政府部门审计事业的稳步发展，制定相关

法律法规的部门应该提升重视，积极地借鉴其他国家的先进

经验，总结可靠的思路，依照国家的国情设立出一整套完善

的规章制度，将政府部门的内部审计工作适时推进，将工作

人员的基本职责和流程加以明确。国家现行的法律法规对于

审计委员会职责的规定体现出相对笼统的弊端，需要将各方

主体的职责加以细化，结合实际的要求加以规范，使得相

应主体的责任更加明确，确保政府部门内部审计工作顺利

开展。

在现代内部审计制度构建的背景下，政府机构单位应

该在部门中设立监事会和内部审计委员会等，由此实现对相

关工作的科学分析。政府内部审计部门在业务上需要及时地

向委员会报告工作，行政层面上还需向政府领导负责，相应

的地位应该在其他各职能之上 [4]。为了规避干扰性的因素，

需要对内部审计工作人员设立“绿色通道”，让部门负责人

每年单独与政府最高领导人会面一次，报告该年度的审计结

果，通过此类面对面的交流方式，使得审计结果详细呈现，

还能排除部分不利因素的影响。

实际的生活中，政府部门往往会面临着相对尴尬的局

面，内部审计部门中的人数较少，审计准则的执行存有显著

的局限。对于相关的问题，应该将审计工作外包给政府部门

外的专业人才，还可大力培养复合型人才，借助于相应的培

训，使得承担具体工作的人员拥有高质量作业能力。培训的

内容需要涵盖着政府部门内部审计的基本理论以及相应方

法，还需包含政府审计评估能力的培训、审计风险预判能

力等。

政府部门内部审计机构应该将相应的工作方法逐步改

进，但是整个改进的过程中不可单纯的以抽查凭证为主，还

需系统的利用统计抽样与计算机辅助软件，确保审计工作的

基本质量明显提升 [5]。当前，国家的政府部门内部审计重点

是以事后审计与静态审计为主，运用到的审计方式难以及时

的判断出审计风险。国家需要积极的落实动态审计，判断问

题出现的可能性，遏制组织问题的进一步发展。政府部门需

要积极地推广计算机辅助手段，联合动态化审计方法，聘请

专业人员参与到政府部门内部审计工作中，使得多样型审计

手段发挥出基本效力，推动国家政府部门内部审计事业的

前进。

政府部门内部审计工作的开展离不开相关手段的利用，

应该高度重视当前全方位人才的引进、先进审计方法的使用

和审计理念的革新，逐步优化政府内部审计作业体系，让国

家的政府部门内部审计工作效力显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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