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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上线应用财务共享中心降低企业财务管理成本、有助于企业管控职能强化的

作用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企业认同，内部审计作为企业治理的关键环节，其职能内

容理应不断更新，财务共享平台的使用对企业内部审计产生重大影响，依托财务

共享平台，探索发展适应企业自身的大数据内部审计模式将是大势所趋。 

近年来房地产行业管理体系日渐完善，财务共享服务中心便成为行业的建设

重点。Y企业集团在财务共享平台上线将近三年的时间里，对企业财务活动、内

部审计都产生了较大影响，具体财务共享模式上线运行后对 Y企业内部审计工作

有哪些影响？是什么样的影响？是否存在不足之处？在共享不可逆的未来，Y企

业该如何优化自身的内部审计工作？本文基于上述问题展开研究。 

首先，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其次，了解 Y企业基本情况并紧扣企业实际设

计问卷调查，并对其中五度量表的部分进行信度效度检验，统计分析的结果表明

财务共享的上线对 Y企业内部审计的方式、效率、风险等多方面产生了影响。接

着，结合问卷主观选项结果及 Y企业内部审计实际工作流程，分析出其现阶段存

在数据挖掘、共享平台运用程度不均、虚构经济业务不易被发现等问题，并查找

原因。最后，针对前述的问题，从 Y 企业内部审计方式方法、流程、管理制度、

共享系统四个方面提出具体的优化对策建议。 

 

关键词：内部审计 财务共享服务 优化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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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online application of financial sharing center has been recognized by many 

enterprises as it can cut costs of firm financial management and help intensify the 

function of conpany control. As a key link of enterprise governance, the functional 

content of internal audit should be constantly updated. The use of financial sharing 

platform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internal audit of company. 

In recent years, the real estate industry administration system is increasingly 

complete, the extension of company scale and crew make it pressing demands for 

financial standardized, financial Shared services center becomes the focal point of 

business construction. Y Enterprise Group is a relatively successful case in the 

industry. In the nearly three years since the financial sharing platform was launched, it 

has applying a great affect on the financial activities and internal audit of the firm. 

What affect will the concrete financial sharing mode have on the internal audit of Y 

Company after it is come into use? What kind of impact? If there is a deficiency? In a 

Shared irreversible future, Y enterprise how to optimize the internal audit work? In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above problems. 

First, the concept of FSSC、The concept of internal audit、At home and abroad 

financial sharing pattern with the literature of the impact of enterprise internal audit. 

Then, realized Y enterprise financial, Shared architecture, internal audit structure, 

internal audit supervisory system and the workflow, on the basis of the enterprise 

actual, design questionnaire, for the scale section conduct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test, 

after statistical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 that FSSC Influence in many ways, such like 

mode, efficiency, risk and so on. Combine subjective options with the way Y 

enterprise internal audit risk aspects and audit work flow, analysis of its present 

existence insufficient data mining, make uneven application of the Shared platform in 

different kinds of internal audit work, fictitious business voucher increase the risk and 

the approval process is too long, and investigate its reason. Finally, in response to 

these questions, from Y enterprise internal audit methods, process innovation, 

management system, to majorization the sharing system four aspects come up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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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rete counterplan and Suggestions. 

 

Keywords：Internal Audit; Financial Shared Service; Optimization Sch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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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  论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1.1.1研究背景 

现如今企业的经营环境在全球经济的不断发展崛起下频繁地发生改变，使得

企业竞争日益激烈，大型集团企业的业务范围不断多元化，数字信息化也使得交

易的地域壁垒逐渐消失。业务模式的多元创新和业务单量的快速增加给企业带来

了翻倍的收益，同时也将企业置于信息技术和企业业务流程迅速重建的双重挑战

当中，以传统财务会计理论为基础，业已形成的成熟财务工作流程已经无法有效、

迅速且准确地处理大量财务业务单据了。企业各区域设立的分、子公司的财务组

织之间本就是互相独立的，集团总部无法在这样分散的财务管理模式下获取到关

于各分支机构运营和财务状况的及时、准确的反馈消息，很难对分支机构进行有

效监控。在这种经济环境下，国外有一些企业开始率先尝试在企业管理中成立一

个专门的组织来处理业务财务相关的事宜，这是最开始财务共享中心构想的初步

形成。财务共享模式由福特公司最先在 1980 年投入使用，上线使用后为其带来

了巨大的经济效益，自此以后，财务共享中心在短时间内集中出现在西方国家的

大型企业集团当中。而现在各类新技术的运用，例如移动支付、人工智能、云端

计算等，使得整个市场环境对企业财务提出了新的要求，实时财务数据的共享传

递、财务数字化、业财融合已经是无法逃避的趋势了。财务共享服务是企业集团

将重复发生的业务集中在一起，通过流程优化再造、赋予其统一的标准，然后放

到固定的一个业务单元进行处理，将基础的凭证制单、记账、报表核算管理等重

复职能集中到共享总部中心来进行统一管理，由总部统一向各个分支机构提供标

准化账务处理，从而达到降低财务运行成本、避免财务支持建设中的重复投入，

保证这些财务工作的质量和统一性的目的。在大型集团企业逐渐形成财务管理的

专业集中、财务业务流程一体的新格局的同时，也为企业内部审计带来了相应的

改变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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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着房地产行业空前发展的浪潮，我国大型房企纷纷进行管理改制，基于房

企分散、分支机构众多的特点，行业顶尖企业联手规划了建设财务共享中心的未

来发展方向，以此去帮助企业实现标准化财务管理，积极寻求财务转型，众多大

型房地产企业将其放在推动管理和财务转型的首要位置，截止到 2018 年年底，

全国排名位于前 10 的房企中，已有 6 家已经建立完成财务共享，2 家正在试运

行财务共享服务平台。以物业业务板块为例：市场上相同类型相同质量的物业企

业很多，从业人员流动性大难以把控，日常财务管理繁琐困难，但利润并不高，

管理成本居高不下，大型房地产企业下属的工程建设公司、省会子公司，分支企

业众多，地域分散，建设上线财务共享中心后，将不同分、子公司的财务集中到

固定的地方办公，就能很好地解决此类问题。 

1.1.2研究意义 

现代公司的市场竞争已经完全超越了传统意义上只有单一产品维度的竞争。

只有在业务、战略和人文关怀和管理等多个方面进行发展和创新的企业组织才能

在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共享服务被认为是我国现代公司审计管理模式的一项革

命性创新，因为这个平台为企业提供了强大的增值审计管理工具，用于培训和开

展内部审计的核心业务，积极开展以风险为导向的审计工作，并提供强大的技术

支持。但是，企业内部审计的信息管理系统和数据库管理系统的建设，相对于传

统的财务系统来说，它们起步比较迟，被重视的程度也不够。集团公司内部审计

工作面对着来自财务共享模式的冲击和影响，面临着如何有效地顺应我国企业财

务管理模式变革、推动内部审计事项在信息化、产业链条下的发展等诸多方面进

行转型和升级的巨大挑战。 

当我国企业已步入智能化，单一的规则性、重复性的财务会计工作正逐渐被

机器和软件替换。财务共享的处理模式既可以促进财务流程的信息化、岗位职责

分工的专业化，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善和增强了各种财务资料的完整性和信息的真

实性，同时还可以使得内部财务资料更加清楚明了。这些既可以为内部的审计事

项和工作创造更多的便利，也有利于改善和提高内部审计事项的工作效率和操作

规范，推进内部审计的工作模式向现代化审计模式的转变。其次，在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快速健康发展、业务与财务相融合的国际大背景下，集团企业若想得到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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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的发展，就必须要在自身内部建立一套完善、合理、高效的内部治理机制，而

内部风险审计工作作为集团公司内部风险控制的有效方法和手段，应该充分地引

起广大企业管理者的高度重视。因此，开展内部审计是今后很长一段时期企业进

行内部风险控制的一个必然趋势，也是当前我国企业内部风险管理工作的主要内

容，探讨出在传统的财务共享服务模式下如何进行智能内部审计，对于开展一项

高效率并又有较好质量的内部风险管理工作具有较强的理论实践价值。 

1.2 文献综述 

1.2.1国外研究现状 

从 1980 年开始，福特公司作为全球首个拥有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的企业，牵

头开始上线企业内部的财务共享平台，之后不断地有各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越来越

多的大型企业参与其中并投资建设财务共享服务中心，国内外众多专家学者对于

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的认识和研究也正在深化推进，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的概念由此

逐步形成了清晰的概念界定。 

关于财务共享服务模式研究。1993年 Gunn Partners 公司的创始人 Robert 

W.Gunn，Johnson&Johnson 公司的 David P. Carberry，GE 的 Robert Frigo 以

及 DEC的 Stephen Behrens，三人联合并公开明确了共享服务的思想，他们认为，

共享服务其实也就是企业在尝试着用更少的成本，试图在企业内部管理层次结构

中获得竞争优势的新型管理概念，基础和核心思想是共享企业组织的成员之间及

专业技术等的各种形式的资源。通过各个团队成员之间的信息、资本和科学技术

相互流动来大大降低各个层次之间交流和沟通的费用，并且团队之间还可以实现

集中管理的目标，这样才能够在激烈的竞争当中占据优势，这种新颖的团队管理

模式很快就得到了广泛的认同。Danna Keith & Rebecca Hirschfield (1998)

认为，共享服务中心从兴起到发展的过程中，它本身首先成为了一个独立单元，

它能迅速将所有分散在各处的日常活动合并在一起，但是同时又只针对某一业务

进行深度处理。Kuck 和 barabbas(1998)在《公司的金矿-共享式服务》一文中提

出:共享式服务本身就应该被认为是一种商业化的经营管理模式，其概念应该就

是"以顾客为中心+服务收费=商业"。他认为:简单的成本削减永远只能是权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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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长期的成本解决依赖于职能部门的作用充分发挥。 Schulman 等在 1999 年

就认为财务共享服务目标就是:通过把公司内部各个跨地区和不同的组织资源集

中到一起统一处理，以此来对抗高昂的运行成本。Bryan Bergerron（2003）在

《共享服务的基本要素》中也定义了共享服务：“将现有业务中高度集中的部分

单独分离出来，作为一个新的业务部门，然后通过建立固定的一个管理机构来工

作，以此来为单位创造效率和价值，同时还可以节约一部分服务成本，这样的业

务部门即 Shared Services Center”。P.Herberta（2012）等认为财务共享就是

将日常的成本控制活动移交给系统的共享中心处理，进行收支、结算、报销等基

础性的工作。按照国际财务共享服务管理协会（IFSS）的标准定义，财务共享服

务中心是一种基于信息技术的财务管理模式。Lusk（2013）认为财务共享将不同

地点、不同人员结构、不同业务流程的财务活动集中起来进行统一处理，这样做

提高了业务处理的效率，相应的处理成本却在下降。Martin Fahy（2014）的研

究结果表明，共享服务的运行可以将业务集中再分散的这种周期性消除，取而代

之的是业务标准的高度统一，使公司获得相对稳定的收益，在接下来的发展中在

成本和业务质量等方面都持续保有竞争力。 

关于财务共享模式对企业内部审计的影响研究。T.M.Persons(2013)提出，

现代各行各业的大数据发展趋势将会对企业内部审计产生巨大的影响；由大数据

推动和支持的审计工作将会有着空前的发展机遇，当然了这很具有挑战性，推动

财务共享技术的发展到头来还是必须借助要大数据的力量，要在大数据技术的支

持下保障我们所需的数据的高质量，优化审计标准测评体制。Adolfo s.Coronedo

（2014）阐释了现代信息技术会对企业内部审计工作带来巨大变革，而且这种变

革将是前所未有的。Philipp Clemens Richter（2016）做了统计调查，目前世

界范围内已经有将近 77% 的企业已经在运行财务共享服务了，并且这些企业都

是世界 500强榜单上的常客，然后他将财务共享中心的主要关注点分为决定、过

程、控制因素和结果四个不同的视角，并强调这里的每个控制过程都必须经由内

部审计的参与。James D．White(2017)认为国家经济管理相关的审计部门跟随着

信息化，也在逐渐进行改革，信息化己经成为常见的工作方式，基础的账目账表

审计工作已被机器取代，审计部门更应该要顺应信息化的发展趋势，通过网络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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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平台的审计工作，可以减少基础性重复的工作，提升内部审计工作质量，还可

以将不同地区的情况连接起来进行统一的参考。 

1.2.2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对共享服务的研究较晚，并且都主要侧重于对共享服务建设、绩效的深

入研究。随着财务共享在审计领域的广泛应用和实施为中国公司的内部审计工作

带来了巨大的改革，共享内部审计的研究自然在学术界掀起了热潮。 

企业集团财务共享服务的研究。财务共享这一理念在 1990 年以后才开始逐

渐传入我国。何瑛、周访(2013)基于财务经济学中对流程信息管理再造的三个观

点，来设计财务信息共享服务中关键成功要素综合分析的模型，运用案例结合实

证的方法分析深入考察目前我国已经开始实施财务数据共享信息服务的大型民

营企业，考察它们的关键成功驱动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其研究结果表明，这些

关键成功要素的影响程度依次分为是：策略体系规划，信息管理体系，流程复制

管理，组织体系架构，绩效以及企业人员资源管理。陈留平(2013)研究认为，财

务共享平台目前可以迅速地将大型企业分、子公司的业务联系起来，所以通过平

台可以帮助企业在新的国家和地域，按照统一的标准和规定迅速设立新的分支公

司，也更好、更有效地实现统一管理。这样，公司的领导层就可以更加放心地将

一些具有重复相关性和辅助性的管理业务直接移交给共享的管理平台去进行集

中和综合处理，而他们能够更加集中注意力，投入到公司的其它一些业务上。从

其他方面出发来说，由于采用的是财务资源共享的模式，能够减少许多财务核算

的工作人员，这样就更有利于节约财务工作的成本。陈虎(2018)对于财务共享会

计服务中心定义的是，将传统的财务会计基础性工作和企业管理财务会计基础性

工作，用一种科学合理的管理技术和方法，进行了流程的优化再造的过程，从一

个企业运转的过程中收集到数据，再加工到企业所需要的数据和向客户提供的数

据，将复杂的事情做得更简单容易。梁恒（2020）认为，现阶段我国的大多数企

业集团虽然上线了财务共享平台，但是在使用过程中并没有高度重视业务和财务

的相互融合，共享的作用没有完全发挥出来，企业集团在财务共享平台的运用中，

当前最紧急最重要的任务是构建业财融合型财务共享中心，有利于缓解企业在发

展和财务管理当中的制约性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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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集团财务共享服务对内部审计影响的研究。郭巧玲（2013）认为财务共

享中心将会促进持续发展类型的内部审计，在很长一段时间，无论是内部的审计

或者外部的审计，工作主要都是将重点放在事后审计上面，在企业的经营管理活

动开始或者已经完成了一定的阶段后，再通过抽查相关时期的财务会计资料信息

和统计数据进行审计，这样的模式导致审计部门很难有效地对企业的经营管理状

态和实际情况做出正确的判断。组建财务共享，内部的审计工作人员就可以随时

地通过自己的工作平台获取与工作相关的数据信息，来准确掌握整个公司和企业

集团的经营状态，方便内部的审计部门能够及时地关注公司和经理层的运行状态，

及时地向经理层进行汇报，为经理层和投资者提供正确的决策基础。陈玲（2014）

认为，我国共享的建立和发展无疑将会给公司的内部审计工作带来更多的挑战和

更高的要求。我国目前审计工作的方法是传统的现场审计，还是通过翻看或者查

找资料、手工注册登记等模式在发展。随着信息化时代的推移，内部风险管理控

制体系逐步完善，审计机构主要负责采取以系统为导向的审计措施。随着现代信

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共享服务的兴起和发展，内部审计也必须建立一个充分利用

的共享服务的平台，该平台可以轻松，及时地提取数据，采用一种新的审计手段，

这样就给审计证据的搜索、检查等带来了积极影响。 

我国国内大型企业集团上线财务共享中心的运用现状。胡嘉、刘碧民、唐辉

（2017）基于 XBRL 数据标准，对四川长虹搭建的财务云进行了研究，长虹的财

务云充分运用了自动智能的手段，尽可能的将人工从重复机械的工作中剥离出来，

对财务控制和处理准确性的提高有一定的帮助，可以有效防止人为造成的遗漏、

错误和经济损失。魏甜（2018）建立了适合山东太阳控股集团的 COSO-ERM 理论

分析框架，利用曼陀罗分析法对太阳控股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目前面临的风险进行

了分析，结合其财务管理现状，提出了按照重要性和准确性的原则构建三级交叉

型稽核体系、改良资产管理模式、控制信息风险、防范政策风险等的优化措施。

马晴、刘婧瑶等人（2019）瞄准了交通企业，表示交通企业集团的财务共享建设

目前是一个蓬勃发展的阶段，交通企业集团已经可以通过共享提高财务管理的效

率和质量。涉及调查的交通企业集团基本上可以很好地匹配财务共享特性，运用

到费用报销、应收应付账款等这类决策程度较低差异性较小的业务板块，当然也

存在类似业务财务紧密度不佳、管理机制不完善等一些现实问题。宗文娟、王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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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2020）发现华为是在其具体业务发展方向的指导下，考虑了业财融合的大趋

势，紧紧围绕企业的环境、管理标准、财务流程设计了独特的财务共享平台并构

建财务管理体系。 

1.2.3文献述评 

在分析了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结论后，结合对财务共享运用案例的研究可以得

出，财务共享模式的确是一种创新的运管模式，以企业的具体业务需求为导向，

将一些经常性、重复性发生的业务，通过建立对应的板块，集中发送到共享进行

处理，这样的话企业可以将本来就有限的资源和精力放在核心业务的研究发展和

建设上去，也有利于在行业中保持自己的优势，通过共享来整合集团内部的各种

资源。 

已有的文献积累对国内外财务共享模式，以及财务共享模式下的内部审计情

况进行了详细的阐述，都是涉及到了内部审计的工作方式、内部审计范围、内部

审计效率等多个方面，深入剖析了财务共享实施对内部审计某单一方面产生的影

响和变化。不少文献已经根据研究的某个或某一类案例企业内部审计目前的状况，

分析得出财务共享的上线拓展了内部审计的职能，加快了内部审计向信息化智能

化转变的步伐，相对应地，也对内部审计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内部审计在企业

管理的各个模块当中，起到有效管理控制、积极专业地管理风险、强化公司治理

等重要作用，集团化财务共享服务模式也必将是审计行业内的一场深刻的“革命”，

明确共享模式对企业内部审计的影响，找准共享模式下内部审计的发展方向，是

内部审计为企业增值和改善运营效果的重要举措。 

相对国外，我国企业财务共享中心建立的起步较晚，经过相关文献可知，率

先开展财务共享服务的各大企业都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例如中兴通讯、蒙牛

集团、华为等企业，充分利用了财务共享平台带来的巨大优势，使企业走上高速

发展的道路。但是近年来，关于企业财务共享中心上线运行后，对企业内部审计

有无影响、一共有哪些方面的具体影响的研究并不多见，所以，本文的研究内容

就在于：了解财务共享中心上线后企业集团内部审计工作是否有变化、对内部审

计有哪些具体的影响？既然财务共享模式成为无法逆转的趋势，那么企业集团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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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审计工作的未来将从哪些方面完善？怎样利用平台才能更好地实现内部审计

智能化、专业化的全面转型创新？ 

其实现存的文献对以上提出问题的研究是相对匮乏的，剖析深度也不够，同

时缺少现实案例和企业内部调查分析结果的有效支撑，因此面对财务共享模式对

内部审计工作带来的影响，还需要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和详细解答。根据现

阶段企业内部审计工作状况与共享上线前的工作情况进行对比，分析具体产生的

影响，并提出针对性的意见建议，为企业内部审计工作更充分地利用财务共享平

台去提高审计效率、提升审计质量提供帮助和借鉴。 

1.3 研究内容框架及研究方法 

1.3.1研究内容 

本文分为六个部分来对财务共享模式下企业集团内部审计优化进行研究，分

别是： 

（1）绪论。主要是将论文选题的背景、研究意义进行介绍，接着分别阐述

了根据文献整理出来的国内外财务共享服务发展情况，及共享模式下内部审计研

究现状，在国内部分添加了近几年来，财务共享平台在我国大型企业集团的建设

运用情况，最后介绍了主要的研究内容和采取的三种具体研究方法。 

（2）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文章提到的两个概念分别是财务共享服务的概

念、企业集团内部审计的特点及主要内容，两个基础理论是在后文优化措施的提

出用到的流程优化理论和持续审计理论。 

（3）案例介绍。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对 Y 企业集团的情况、企业财务

共享架构和工作流程进行介绍，其中包括了总部及区域组织架构、财务共享服务

中心人员设置情况，第二部分介绍了企业内部审计情况，包括内部审计机构及人

员设置情况，企业内部审计管理制度、内部审计工作流程三个主要内容。 

（4）财务共享模式对 Y 企业集团内部审计工作的影响测评及问题分析。主

要做了问卷设计、部分量表题项的信度效度分析检验、问卷统计结果的汇总分析

工作，根据汇总分析及主观题项的单项统计结果，找出 Y企业现行的财务共享模

式下内部审计中存在的问题，并结合审计工作流程分析问题出现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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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财务共享模式下 Y 企业集团内部审计工作优化策略。针对财务共享中

心内部审计现阶段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提出相应的优化策略。 

（6）研究结论与展望。针对 Y 企业集团的分析，提出可用并可以推及与其

它已经实施财务共享模式的企业的建议，用于提升企业内部审计工作的质量。 

1.3.2研究框架 

研究框架如图 1.1所示： 

 

 

 

 

 

 

 

 

 

 

 

 

 

 

 

 

 

 

 

 

 

图 1.1  研究框架 

绪论 

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Y企业集团案例介绍 

企业概况 企业内部审计介绍 

财务共享对 Y企业内部审计影响测评 

及存在问题分析 

问卷设计及数据整理 存在的主要问题 主要原因分析 

共享模式下 Y企业内审优化策略 

结论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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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法、问卷研究法、案例分析法，具体内容如下 

（1）文献研究法。前期通过官方渠道，收集查阅了大量与本论文主题相关

的文献，例如国内外财务共享模式、内部审计的文献资料。经过仔细研读和分类，

将部分梳理成为本篇论文的理论支撑。主要的运用是在第一章文献综述的部分，

为后续的分析奠定基础。 

（2）问卷研究法。通过在 Y 企业的校园实践活动，对 Y 企业进行实地工作

调查，通过在总部财务共享中心的审查制单实操工作，以及与对共享财务主管、

相关财务工作人员、内部审计工作人员的采访，系统的了解了公司目前内部审计

实施的情况，获得了大量的真实数据，并进行整理转化为本文的写作素材。 

（3）案例分析法。以 Y企业的财务共享总部为例，对 Y公司财务共享模式

下的内部审计工作进行研究分析，指出了当前在 Y企业，内部审计存在的一系列

问题，并结合工作流程进行原因分析，针对已经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优化策略，以

期问题可以得到改善，同时希望可以推及其他业务类型相似、已实施财务共享的

同类企业进行完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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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2.1 相关概念 

2.1.1财务共享服务概念 

国际财务共享服务管理协会（IFSS）是一个由世界各地行业顶尖财务人士和

共享专门技术人员组成的全球性专门化机构，他们对于财务共享模式定义如下:

基于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快速进步和发展，从金融服务市场整体发展的角度来看，

共享可以为客户提供联合专业的金融信息服务和新的金融服务财务管理模式，是

基于互联网络经济进行业财融合、共享管理思维在财政领域的最新发展和应用。 

财务共享的模式下，财务核算将自然地会从企业中被分离出来，形成独立的

财务核算服务组织，各个企业及其子公司的财务业务都要在这个新的财务服务部

门进行核算，共享负责管理公司每个子公司分支机构的简单重复，通用和标准化

的业务，从而有效地减少和避免各个部门的重复和繁琐，提高了业务办理效率，

使得企业能够达到管控力度的加强、管理费用的下降、社会经济价值的创造等多

重目标。市场经济、信息技术、国家宏观政策等外部条件的不断推动，财务共享

的概念正在发生变化，共享在企业中的参与程度和深度也在不断扩大。参考 ACCA

和中兴财务云联合发布的《2017 中国财务共享服务调研报告》分析，目前我国

企业已经投入运营的财务共享，75.8%的运营业务都是基于费用报销模块。这就

说明了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企业的 CFO、高级财务经理人、共享的基础工作

人员们，对财务共享的理解和认识不够深入、局限在某一个效度板块范围、对其

在公司发展中的定位不高。在会计活动经历过会计电算化时代、ERP 财务软件时

代、业财融合时代，发展到现在这样一个万物皆可互联共享的时代，意味着财务

共享已经不再仅仅是一个只能报销费用的平台，其实除了可以进行远程影像查看、

查询银企直联渠道，更可以突破业务、财务，甚至是税务、金融的职能边界，去

实现多渠道的“财务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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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企业集团内部审计 

企业集团的内部审计是通过对企业集团内各类业务和控制活动进行独立评

价，确定其是否遵循公认的准则、是否按照规范的程序、是否符合既定的标准、

是否合理有效经济地利用了现有的资源。是以企业范围内的业务活动为载体，对

反映在活动中的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等职能进行独立客观的确认、评价和咨

询的服务活动。内部审计这个部分一般被视为在企业内部所构成的一个单独而又

具备着管理功能的部分。国际内部审计师协会针对内部审计定义的重点是:内部

审计工作就是为了提高企业的价值和服务，从而通过一系列全面而严格的规范方

法防范风险，提升组织正常运营的有效性的一种独立、客观的审计咨询服务活动。

我国内部审计师协会对内部审计的定义是：内部审计主要是通过监视和评估各种

活动来促进组织目标的实现。它主要检查各种业务活动的合法性和适当性，以及

控制措施的有效性和强制执行。 

而企业集团具有复杂的多层次组织结构，就这决定了企业集团内部审计要面

对的不仅是企业集团自身，更有多家分、子公司、控股参股企业、关联企业等一

系列分支机构，多元化的企业集团往往多种业态形式共同发展，经营范围跨度广，

随着企业集团的发展扩展，既扩大了内部审计的范围，也增加了内部审计的难度。

所以大型企业集团的内部审计，既要满足企业集团对日常经营活动的控制监督，

又要节约审计成本和资源，根据企业集团的实际情况设立与之相匹配的内部审计

体系。 

2.2 理论基础 

2.2.1流程优化理论 

“流程”是指完成某一具体目标或工作任务所经过的全部过程，这样的过程

它通常会由一系列紧凑的、相互联系的环节或者步骤组成，其中的每一个环节都

有自己的一个先后序列和逻辑联系，流程又是一项策略，旨在通过不断地重组、

优化加工某一项工作流程，维护企业的有效竞争力，在流程优化的设计实施整个

过程中，要对流程进行持续不断的改进，这样对某些现有的工作流程梳理改进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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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流程优化。对企业业务流程的相关问题进行重新思考，不论是整体流程的优化

还是部分关联活动的改进，例如减少程序、改变先后顺序等，归根结底是想要在

减少管理运行成本方面、提高专业服务的效率质量方面，取得一定的进展。 

企业在流程优化的过程中，要紧紧围绕优化对象想要达到的目标进行优化活

动，在现有流程的基础上，设计提出可行的改进实施方案，并对最终方案做出评

价，将评价时发现的问题再次改善，直至评价满意后开始正式的运行计划流程，

追求的是整体流程优化效果最大化，但并不强行要求这个流程中每一个工作环节

都必须是最优的。流程优化同时需要满足内外部两个条件，企业内部对现有流程

进行足够的思考和进一步研究，外部需要将优化建立在设备完善工艺提高的基础

上，在满足条件后大部分的工作流程的优化是非常有保障的，对效率低下的流程

直接全部推倒重新设计。流程优化往往采用以下的三种措施：不必须的内容直接

丢弃并且不必再将时间花费在改进研究上；无法直接取消的环节，可以研究是否

有必要合并在一起；取消和合并的过程完成后，就需要将目前有的环节进行合理

且符合工作逻辑地重新排列，安排更合理的工作顺序，期间还可以随时对环节进

行删减合并的持续优化。 

2.2.2持续审计理论 

持续审计理论，也叫做连续审计，1983 年 Kearns在他的文章《我们准备好

进行持续审计了吗？》中首次提出这种理论，分析了在当时要想实施持续审计所

需的社会条件和必要性，认为要实施持续审计除了利用计算机审计之外，还要具

备其他信息化的条件，企业需要建立有较强的分析能力的信息系统，管理层担负

建立有效的内部控制机制的责任，对财务报表及时发表审计意见、提交报告，使

决策者在决策或者管理时可以遵循确凿可查证的依据。持续审计是一种以信息技

术支撑为核心，使内部审计人员可以进行连续频繁的审计相关工作必要活动的方

法，持续审计使得业务流程更加流畅，快速识别例外事项并进行报告，形成审计

报告之后，例外事项的描述也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现代风险导向内部审计在持续审计理论的指导下，提供的内部审计服务需要

紧紧围绕企业制定的发展目标和战略方向进行，对财务报表重大错报风险进行评

估是内部审计最基本的内容，持续审计理论倡导的连续性和及时性，使得内部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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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工作比之前更加注重资源的整合、内部控制制度和业务发展的整合，将审计工

作完全融入日常的业务经营流程当中去，加强内部审计对企业多方位发展的保障。

信息时代企业内部审计必然会朝着持续审计的大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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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Y 企业集团案例介绍 

3.1 企业概况 

3.1.1基本情况概述 

Y企业集团始建于 1990年，截止 2019年，集团共有五百二十四家控股、参

股企业。产业的布局覆盖了房地产、文化商业旅游、数字科技、综合服务业、药

品美妆等业务板块。目前在岗员工数量将近两万人；累计为国家缴纳税费 347.96

亿元。 2015 年 4 月，Y 企业集团旗下，Y 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完成重组后的上市。随后旗下的物业服务集团与 2019年 10月在港交所主板挂牌

上市，构筑起“A+H 股”双资本经营发展平台。 

一直以来，Y企业集团以“懂生活也更懂你”为主张，以“引领人居新时代”

为品牌定位，专注发掘新时代人居温度新时代的需求，提出房地产企业应该提供

从住宅建筑到综合物业服务一体化的创新方案，持续为大众创造幸福生活。在战

略规划上，Y集团在自己的发展中创新运用了新经济思维和逻辑，坚持“产业为

本、资本为力、科技化赋能”，以多方位发展的人才集合为集团核心驱动力；坚

持利用“准而强，稳步前进，利润与规模并重，实现高质量增长”从容应对市场

变化，展望 2022 年更高发展目标并开启集团第三次创业；坚持以核心能力体系

着力打造，将 Y企业建设成为一个优秀的上市公司。产业布局上基于“幸福生活

+温度人居”的业务模式，将聚焦点放在高端住宅开发与现代商业物业服务配套

发展上面，企业的资本投资与产业经营相结合，使公司主体长期信用评级维持稳

定。 

目前 Y企业集团内部的财务组织主要由四个层级构成，分别是集团财务总监、

细分业务板块（地产板块、物业服务板块、生态科技板块）财务总经理、主要业

务财务主管及专员。具体结构如图 3.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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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Y企业集团财务组织架构 

 

集团财务总监在董事会的领导下，依据企业战略及年度经营计划编制集团总

体的财务规划，包括全面预算、财务管理体系、推进财务信息化进程，负责集团

税务筹划方案，协助各区域的税务筹划工作，为公司领导提供必要的决策信息，

支持和保障公司的财务稳健性。 

会计核算主管负责审核业务的合理合规性、流程签批正确性及报销完整度，

测算月度资金信息，确保月度账务无异常，协助并配合税务检查、外部审计工作，

组织部门开展财务人员定期培训，参与相关财务管理制度的制定和修订，负责会

计信息系统的日常维护和测试反馈工作。成本主管发起项目责任成本启动会，负

责各具体项目中动态成本的精准把控；负责公司目标责任成本的评审、修正工作，

并给出专业意见；负责成本控制标准化的建设和修订，并对执行情况进行考察。

资金供应链财物总监需要结合企业实际情况及金融市场现状，规划和开展与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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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相关的金融业务，掌握行业发展信息，主动维护、发展和协调供应链外部关系，

参与产品设计和业务创新工作，发掘可用的供应链资源。 

各类专员的岗位负责具体业务凭证自动填写检查、应收账款坏账分析、税务

计算、固定资产折旧管理等的具体工作。 

区域财务的组织架构在设置时，主要对应考虑了以下几个因素：要能有效去

对接总部的财务共享中心，满足基础业务单据可以顺利提交至初审进行审核；要

充分发挥区域财务的支持职能，对该区域分公司的财务信息质量进行保障，实现

共享模式下高度集约化、标准统一化、足够支撑起项目业务的区域财务体系。区

域财务资金部门结构详见图 3.2： 

 

 

 

 

 

 

 

 

 

 

 

图 3.2  Y企业区域财务组织架构 

3.1.2企业共享模式介绍 

Y企业集团是在集团总部下的财务资金中心，单独设立了财务共享服务中心，

其中，集团财务资金中心的主要任务还是进行财务整体的战略规划和布局，共享

中心则主要负责各分支机构提交上来的经济业务单据审核、凭证制单、报表自动

填充生成审核等比较基础的工作，并及时完成财务数据的共享发布，为集团财务

资金中心的战略分析提供支撑。各区域财务负责区域财务支持职能，业务统一提

交至共享中心，为共享财务提供财务数据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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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2 月 3 日，Y 企业集团的财务共享中心一期上线成都总部，进行试

运行，生成了第一张区域报销凭证。 Y 企业的财务共享中心整体实行“整体设

计、试点先行、分步推广”的战略决策。为确保共享的顺利推进，首先在各业态

发展成熟度比较高的四川区域内于先行作为试点上线，同时在集团板块上，地产、

商业、生态、文旅板块于 2018年 12月开始推行，物业、生命科技、智慧板块陆

续跟进。业务范围上，关于员工报销、对公支付和退款业务作为一期主要业务上

线，收入及总账业务在二期跟进。共享中心上线后，仅两个月左右，就已经顺利

审核完成上万笔单量，其中工程成本类约 2700 笔，费用报销类约 7300 笔。2019

年 3月，集团财务共享中心一期将全国除试点外的其他十六大区域同步上线。共

享中心还与税务、影像和各区域、子公司财务系统紧密结合，持续优化更新，提

高用户体验感，实现管理与发展的共享共赢。2019 年 7 月财务共享服务中心进

行了运行一年后的改造，第一改是将单据流转透明化，将单据处理流程示意图通

过 OA 系统传送给相关的员工，进行学习，在之前，经办人完全不明确单据审核

的过程，无法正确操作提交流程，也无从跟踪处理情况，共享服务中心根据经办

人的反馈，将处理流程进行简化，使经办人能够迅速地找出自己提交的业务流程

被驳回的原因所在，根据自己要操作的业务来“对症下单”；第二改：共享平台

的培训、工作手册确定分发到具体员工手中。共享中心针对经办人报销业务的操

作出具了指引手册，其中包括完全针对经办人的《业务提请流程手册》、需要初

审复审人员掌握的《共享审核要点一览表》，同时运维部门与税务部门联合起来，

更新了系统中影像上传的操作接口，并研发出更实用有效的发票校验系统。明确

了不同票据的查验要点，明确了查验的要点和方向，简化了核查过程，对经办人

的培训使大多数经办人增加了对基础报销业务的熟悉度，业务退单率也从最开始

的 37.8%降低到了 22.3%；第三改是在客服中增加了轮值的设置。该客服席位是

专门致力于为经办人提供优质的服务，用高效率和高质量服务为经办人排除共享

提单过程中的疑难之处。共享对客服人员进行业务培训和相应考核，也将专职客

服改为 9小时工作时间内不间断轮岗模式，增加每日上岗的客服席位，之后的共

享中心的客服电话接通率从 62.3%增加至 88.6%；四改是推行首问责任制。责任

人有义务发现问题、并热情帮助经办人解决，做到经办人来问必答、责任人有责

必追。对于有切实需求的经办人，全力协助其解决，设置投诉机制来监督实施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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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目前在应用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的第三年，中心的组织架构又新添加了例如流

程、质量、系统优化等的关键环节。 

在财务共享中心平台上线的同时，企业的大财务体系将通过对人员集中式的

管理，对业务和流程标准的规范，旨在打造统一、高效的共享运营服务模式。让

财务共享中心项目作为基础财务的主要抓手，去推动财务团队转型，提升管理效

益，降低运营成本，有效地支持业务快速发展。 

根据集团发展的具体情况和需求，财务共享下设业务财务部和运行维护部。

总部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组织架构如图 3.3所示： 

 

 

 

 

 

 

 

 

 

 

 

图 3.3  Y 企业总部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组织架构 

 

财务共享中心负责人需要建立并持续优化财务共享运营管理、质量和风险控

制体系，协同内部客户设计各项财务共享服务指标，并对运营组织的运营流程、

运营效率、运营质量、风险控制等方面进行过程监控和结果考核；负责财务共享

模式下财务核算流程合理合规性监督与风险控制；维护和管理内部客户关系，调

查并跟进经办人满意度，推进财务共享各运营团队制定并实施改进方案；制定财

务共享服务中心各团队组织绩效考核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明确奖惩规则与考核落

地，并完成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绩效数据收集和整理，分析财务共享服务中心各岗

位绩效完成情况及提出改进建议。共享中心一期资金应付组会计负责共享平台单

共享服务中心 

一期资金中心 运行维护 二期总账组 

应付初审 

应付复审 
资金推送中心 

区域财务管理 

总账财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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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池中业务单据及影像的初审复审，不合格单据负责退回并跟踪经办人处理情况，

根据发票业务审核认证情况进行凭证生成和账务处理。共享二期总账财务管理专

员负责完成所负责的区域公司的坏账计提、损益结转、无形资产摊销等无本地财

务参与的账务处理，并完成所负责公司的对账关账及报表出具，上报总部所需的

各类报表。 

财务共享服务中心隶属集团总部，属于财务职能部门，直接向总部职能汇报

工作，在业务方面，为上线共享的分、子公司及项目提供业务的集中财务处理、

资金统一支付等服务。 

3.2 Y 企业内部审计介绍 

3.2.1 Y企业内部审计组织架构 

Y 企业内部审计组织主要由三个人员层级、四个具体部门组成，具体人员结

构如图 3.4所示： 

 

 

 

 

 

 

 

 

 

 

图 3.4  Y企业内部审计组织架构 

 

整个内审事务由审计法务总监领导，为集团董事会负责，四个部门分别是法

务与知识产权部、审计监察部、风控部、目标督办部，将监察和督办部门分开设

立，有利于内部审计更好地发挥评价和咨询功能，开展后续审计，监督整改情况。 

审计法务总 

审计监察总 

风险控制总 

目标督办总 

内部审计专员 

内部监察专员 

 

风险识别专员 

风险控制专员 

内控实施专员 

 

目标追踪专员 

目标督查专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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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法务中心总监主要负责集团公司各类审计工作合同、协议的制定，监督

集团生产经营活动的合法性，报董事会批准后组织实施内控和内审工作，并对整

体的执行情况负责，及时对集团各部门的会计核算结果的真实有效性进行审计监

察，并跟踪整改结果。审计监察、风险控制总经理具体负责综合类审计工作，监

控识别集团投资、资产、负债、营销等工作的风险，协助下属人员完成内部审计

工作并出具审计报告，目标督办总经理主要负责制定风险发现后的完善对策制定，

内审结果具体整改方案的设计和效果追踪。内审法务专员具体审核和获取证据证

明集团账务是否合法合规，参与编写内部审计报告，做好各类审计资料的整理和

归档。 

3.2.2 Y企业内部审计管理制度 

Y 企业现行的内部审计管理制度主要是为了规范和加强公司内部审计工作，

保护投资者权益，依据各类法规并结合实际运行情况制定，在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第十三次会议通过审议确立执行的。在该制度当中，对本公司内部审计工作定义

为：在公司内部设立的内部审计机构，将会把公司及所有分、子公司、联营、合

营公司等相关联单位的“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的有效性”、“财务报告及其附属信

息的真实准确、完整性”、“经营活动的效率效果性”等方面审计工作都纳入其中，

进行完全独立的监督和评价。其目的是：促进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健全、改善经

营管理活动、最大限度规避经营风险、及时杜绝违法行为，确保公司披露的信息

是真实、准确、完整的，积极维护各方投资者的利益，增加公司价值。 

内部审计管理制度规定内部审计部门应当履行的主要职责主要有几下几点：

首先是审计业务管理部门，该部门应当负责制定公司内部审计工作的规划方案、

年度审计工作的工作计划；建立健全公司的权责分配评价体系，积极推行全公司

范围内的《权责手册》；开展综合审计工作，评价公司及所属单位的核心运营能

力及综合管理能力；针对公司上市合规运行结内控管理的现实，开展内部控制年

度自我评定工作；负责公司总体级别、具体项目级别的风险管理。其次是监察业

务组，主要负责制定公司年度监察计划，确保企业内外部投诉、举报、董事长红

邮筒的各个反馈渠道畅通，对涉及到公司道德风险、有损商誉的事项及业务进行

调查，并按规定及时报送调查结果，日常巡查积极发现和揭示公司存在的系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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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洞，提出完善建议。最后还包括董事会规定的专项审计或者重大经济事项相关

经济责任人元离任的审计工作，由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总经理委托的其他审计

事项。 

对于内部审计部门在公司中的职责权限也进行了规定；内部审计部门依据先

前制定好的年度审计计划，在职责范围内自由去寻找和确定审计项目和对象，确

定之后参与事项审计的人员可以在公司范围内直接、立即查阅可能与审计事项相

关的所有文件和记录；审计工作进行当中，被审单位应该严格按照审计小组规定

的时间期限和具体要求准备、提供和报送相关资料的原始或复印资料，并且审计

人员有权限就具体事项向相关人员和单位进行质询，口头询问应当留有书面笔录

或录音记录；在现场审计时，内部审计人员有权进行实地查看、盘点实物资产，

任何部门与人员不断进行干扰与阻挠。 

3.2.3 Y企业内部审计工作流程 

Y 企业内部审计的工作流程大概可以划分为三个不同阶段：审计准备阶段计

划审计工作，基于具体工作要求、工作计划、公司运营现状等确定审计目标及范

围，实施方案报经批准后向被审单位发出审计通知书，并委派审计工作组；审计

实施阶段应该采用合理的审计方法和手段尽可能全面搜集与需要审计事项相关

的资料、信息、证据，并进行查验和分析评价可用性、重要性和相关性，审计人

员也应与被审单位的各个层级关联员工进行充分的沟通交流，听取被审单位人员

对具体情况的解释说明；审计报告和后续阶段，需要将已经编制完成的审计报告

意见稿，发送给相关的被审单位征求意见，被审单位经过核实后无误后，做出维

持原稿或者做出必要修改的反馈，若被审单位不服某项决定的，按照规定还可以

提出复议，需要在规定期限内，提交书面盖章的复议申请。内部审计调查报告一

经审批便下达被审单位执行，之后交由目标督办部门，来对报告的整改落实情况

进行后续检查和监督，审计项目终结后，审计人员应当对审计进行过程中的所有

的资料归档封存，同时正在审计系统中上传电子档案备查。 

Y企业是主业为房地产销售，辅以物业服务、生态科技研发等多种业务形态

的多元化企业，经过实习了解，发现 Y企业的资金收支都集中在总部的财务共享

中心，总部共享中心承载着海量收支业务的记录和处理记录，内部审计在进行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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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收支审计的过程中需要经过财务共享平台获取数据证据，并且运用共享平台抽

取生成审计底稿，所以着重选择集团总体的财务收支内部审计工作为例来进行财

务共享模式下内部审计实施流程的阐述。 

企业内部财务收支审计工作的组成部分主要包括收入审计、各项成本费用支

出审计以及利润审计，Y企业集团针对集团公司、各控股子公司、工程项目公司

的财务收支审计工作，主要是对每笔收入支出是否真实发生进行审查，审查的关

键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点：该被审单位是否已经建立其完整的合理授权审批制度，

并测试其运行情况；经常性、一般性的支出活动是否超出提前订立的经费标准；

有无故意虚报支出、瞒报收入的情况；第四，每笔支出原始单据所显示的内容是

否与实际情况相符合。 

审计准备阶段。由各分部内部审计人员着手设计适合所在分支公司的内审计

划方案，然后根据企业制定的人员回避制度审查内部审计小组成员资格，若有不

符合则进行回避，主要是由审计委员会领导和部分内部审计部门职员组成，由审

计委员会领导带领小组，通过财务共享二期总账组的区域报表数据，了解被审单

位的基本经营情况、会计核算情况，在财务共享平台内审版块查阅了解以前年度

内审记录，内部控制基本情况记录，并依据查阅的情况进行审计风险评估；其次

根据集团公司的年度审计计划和安排，编制适合被审部门财务收支业务审计的具

体方案，确定审计的范围和时间等事项，编制相应的工作联系单，提请上报审计

委员会进行同意计划的流程审批；流程通过后进行报备，并通过财务共享平台在

线下发财务收支审计通知单，将被审计单位财务收支审计的时间、范围、准备事

项、提前准备的财务收支资料、重大会议纪要等具体要求作为附件上传 OA系统，

并要求被审单位下载打印存档，要求被审计部门积极配合审计工作。 

审计实施阶段。内审人员通过财务共享平台抽取财务收支事项的凭证，并根

据共享系统记载的客商、银行联系方式从总部直接寄发询证函，来证明往来事项

的真实性，将成本、销售情况载入共享审计板块进行再计算，确保准确性。针对

被发现的问题，与被审计部门负责人进行相应的沟通，同时审计小组编制审计工

作底稿，上级领导通过共享平台进行中期审计进度检查。 

审计完成阶段包含审计报告、复议和后续三个部分，在征求负责人意见后，

内审部门汇总整理形成最终的内部审计报告，报批无误后，下发给被审计单位并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Y企业集团财务共享模式下内部审计优化研究 

24 

 

要求整改，被审计部门在接到相应的审计报告后，要认真整改所提出的问题，如

若不服审计结论也可以提请复议；后续阶段，要及时整理内部审计工作纸质及电

子资料，编制审计工作总结，做好线上线下归档整理保管工作，便于以后的查访

工作和督办部门的监督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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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财务共享模式对 Y 企业内部审计的影响测评及存在问题分

析 

4.1 影响测评 

4.1.1问卷调查设计 

首先，对已经搜集积累的相关文献进行归纳和梳理，对企业建立财务共享平

台后的内部审计工作的现状进行了解和学习，再结合校外实践时了解到的 Y企业

集团内部审计工作状况，明晰研究问题的依据和研究思路，构成本文研究财务共

享平台上线后内部审计工作现状问题分析以及对发现的问题进行针对性的改进

建议的基本框架。依据财务共享服务平台的特性，结合内部审计实施的三个阶段，

即计划、实施、完成阶段，制定出原始的调查问卷题项，再根据企业的实际调查

需要，结合对财务总、审计法务总、财务共享运营总及各区域财务主管的深度访

谈结果，形成最终正式的调查问卷。最后通过企业 OA 系统发起调查工作，将调

查问卷发放内部审计人员及相关人员处，以企业计时待办业务方式题型每位员工

按照实际情况准确填写，收回问卷，统计分析调查结果，直观并准确地得到对 Y

企业集团财务共享平台下内部审计工作质量测评结果。 

经过理论指导和企业财务高管及相关工作人员的访谈商议结果，将应用财务

共享中心后内部审计质量测评的关键指标确定为 16 个，其中有 7 个题项根据李

克特 5级量表进行选项设计，并在收回结果后进行信度效度分析，其余 9项为主

观单选及多选题项。请公司内部审计工作范围内相关企业员工根据实际情况做出

选择，形成正式的调查问卷样稿。 

4.1.2问卷信度与效度检验 

问卷的填写难免存在客观和主观的误差，为了保证问卷在题目设计方面的科

学性和实际可操作性，针对 7个量表题项进行了信度和效度的检验。信度考察的

是量表里面选项的内部一致性，而效度则是考察每一个题项的能效性，问卷的量

表要同时具备可信度和能效性，所得到的量表数据才有分析的价值。本文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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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度效度分析均使用 SPSS 22.0软件进行操作。根据此次问卷的情况，信度检验

方法采用α信度系数法。 

信度分析结果见表 4.1： 

 

表 4.1  问卷信度α值检测结果 

可靠性統計資料 

Cronbach 的 Alpha       項目個數 

             .742             7 

 

一般来说，当 α值越接近于 1 时，说明内部差异性越小，即内在一致性非

常高，当α值处于 0.7-09 之间时，意味着量表的一致性较高。本次问卷的α值

为 0.742，表明问卷内部一致性较好，具有良好的信度结果。 

效度分析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法（EFA），此方法在考察每一题项效度的同时，

还可以科学的探索出量表的维度划分，也以维度探索结果来验证此次问卷的科学

性。效度分析结果见表 4.2： 

 

表 4.2  效度适应性检验 

KMO与 Bartlett 检定 

Kaiser-Meyer-Olkin 测量 .631 

Bartlrtt的球形检定 大约       卡方 320.622 

df 121 

显著性 .043 

 

检定结果 KMO 值为 0.631＞0.6，显著性为 0.043＜0.05，同时满足了 KMO

值和显著性的数值要求，说明本次数据适合用探索因子分析来考察效度。 

旋转后的成分矩阵见表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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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旋转元件矩阵 

 元件 

1 2 3 

内审风险变化 .683   

内审效率   .669 

人员数量 .595   

流程响应  .817  

内审范围  .628  

真实可靠性变化   .750 

内审成本变化   .527 

摘取方法：主体元件分析。  

转轴方法：具有 Kaiser 正规化的最大变异法。 
  

 

效度分析显示量表划分为三个有效维度，与问卷设计时根据内部审计的计划、

实施、完成三个阶段维度是符合的，并且旋转后的成分矩阵显示每个题项都只在

某一个维度上的载荷高于 0.5，所以题项的针对性强，能效性强。 

由信度效度检验后的结果分析，可知该问卷的设计在针对企业内部审计相关

内容事项的分析中具有较好的信度效度检验结果，为接下来问卷结果分析部分的

可信度提供了支撑。 

4.1.3问卷结果整理 

本次问卷调查覆盖企业各业务类型、各区域、各分子公司，采用不记名反馈

的形式进行，鼓励参与调查活动的人员在问卷结束后的空白处填写其他与财务共

享上线后内部审计工作相关的改进意见和建议，但是问卷的结果如果存在所有问

题题项的答案呈明显规律、某一相同选项连续出现 5次以上的情况，该问卷会被

视为无效并被剔除。问卷在规定的实效期内截止后，统计本次共发放问卷 155

份，回收 153份，其中 151份有效，问卷的有效率为 98.69％。经过对主观多选

题项结果的统计，在统计结果时，将问卷的“略有变化”与“明显变化”两项合

并认为是有变化的。结果如表 4.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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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主观题项问卷结果统计 

主观题项 选项 所选数量 所占百分比（%） 

内审是否发生变化 是 130 86.09 

 否 21 13.91 

变化体现在哪些方面 内审方式 81 22.95 

 内审范围 57 16.15 

 内审效率 59 16.71 

 内审人员 26 7.37 

 内审证据 65 18.41 

 内审内容 41 11.61 

 其他 24 6.8 

审计证据获取方式 共享平台抽取生成 46 13.26 

 财务分析得来 100 28.82 

 内控记录 67 19.31 

 现场审计获取 113 32.56 

 其他 21 6.05 

内审风险来源 共享系统问题 84 19.67 

 人员技能不匹配 101 23.65 

 缺少必要审计程序 103 24.12 

 证据不充分、不及时 90 21.07 

 其他 49 11.48 

  

对问卷的量表题项也进行了综合分析，主要包括内部审计的范围、效率、风

险、成本、人员五个方面，统计了其增减变动情况，详见图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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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量表题项综合分析 

4.2 问卷结果分析 

4.2.1财务共享上线后 Y企业内部审计发生了变化 

从本次问卷结果的整理分析中，数据显示，财务共享模式的实施对 Y企业内

部审计还是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在“财务共享模式上线后，您所在的职能部

门内部审计工作的变化”这一项调研项目中，有 65.52%的员工选择了有一定的

变化，有 20.57%的员工选择了有较大变化，合计有 86.09%员工认为在财务共享

模式上线后，新的平台和模式使得企业内部审计有不同程度和不同方面的变化，

见图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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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财务共享上线后内审工作是否变化统计情况 

 

在“内部审计的主要变化方面”的这项调研中，设置为多选题，显示结果可

分为四个层级，第一层级是主要变化，集中在审计方式的变化，选择这一项的员

工占比 22.95%，其次第二层级是审计证据和效率的变化，占比分别为 18.41%、

16.71%，第三层级是审计范围和审计内容的变化，分别占到 16.15%和 11.61%，

第四层级为审计人员变化和其他方面的变化，根据问卷填写的结果显示，其他方

面主要有审计风险、审计职责、审计成本三个方面的变化，这部分占比 6.8%。

统计情况见图 4.3： 

 

 

图 4.3  财务共享上线后内审具体变化统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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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内部审计方式转变为现场审计和非现场审计相结合为主 

问卷数据分析显示，财务共享模式上线后，Y 企业的内部审计在方式上发生

了一定的变化，具体表现在：由上线共享前的现场审计为主，逐渐转变为现场审

计和非现场审计相结合为主，财务共享平台的上线使得部分审计工作可以实现非

现场的线上进行。企业内部审计的主要方式仍然是有现场审计、非现场审计、现

场审计与非现场审计相结合三种，详见图 4.4。由于房产销售是 Y集团的主营业

务，审计人员进入建筑工程工地现场进行的现场审计是必不可少的，这一部分占

比 33.33%，现场、非现场审计相结合的内部审计方式占比 42.18%，三者相比之

下，非现场审计的占比为 24.49%，虽然上线应用了财务共享平台，Y 企业集团在

实际的内部审计工作中还是没有充分的利用到共享平台开展非现场审计。 

 

 

图 4.4  财务共享上线后 Y 企业内审方式统计情况 

4.2.3内部审计部门人员方面未发生太大变动 

在“财务共享模式上线后，内部审计人员的数量变化”这一问题上，有 21.33%

的员工选择财务共享模式上线后，内部审计人员的数量有所下降，65.57%的员工

认为审计人员数量并没有太大变化，也有部分员工认为审计人员数量在增加，占

比 13.1%。统计情况见图 4.5。结果说明在 Y 企业集团的内部审计部门，虽然上

线了财务共享平台，但是内部审计人员的数量等这些基本要素并没有因袭发生太

大的变动。其实上线使用了共享平台之后，内部审计人员出差到现场审计的项目

内部审计方式统计 

现场审计 

非现场审计 

现场与非现场审计相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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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相应减少一部分，这部分会被远程的非现场审计取代，可以从共享平台直接获

取所需的审计数据和信息。这样一来，审计人员节约了在路上来回奔波的时间成

本，同时也为企业节约了一部分成本，由此，相应的也可以减少内部审计人员的

数量。 

 

 

图 4.5  财务共享上线后 Y企业内审人员数量变化情况统计 

 

其次是共享平台上线后，企业针对内部审计人员的培训，问卷结果统计见图

4.6。结果显示内部审计人员的培训主要还是集中在内部审计技能相关的培训上

面，占比 28.39%，是比重最大的一项，共享平台操作相关的培训占比 21.83%次

之，而共享平台与内部审计技能相结合的培训只占到了 16.81%，比数据分析相

关培训的占比 21.4%更低，这说明企业并未十分重视内审人员对于新平台的业务

培训，并不重视员工已经掌握的审计专业技术和共享系统的有效结合。在财务共

享这样的新环境、新系统背景下，其实不仅仅对从业人员的审计专业技术有要求，

更多的是考验内部审计人员的数据挖掘能力、数据整合能力和建模分析能力，还

要求其能够灵活转换各种形式、不同种类的数据加以利用，所以对内部审计人员

进行多业务种类的培训是非常有必要的。 

内审人员数量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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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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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6  财务共享上线后 Y企业内审人员培训情况统计 

4.2.4内部审计可获取的证据增加 

题项“财务共享模式上线后，贵司进行内部审计需要获取的审计证据变化”

的结果显示，多数员工认为财务共享模式上线后，内部审计工作所需并且可获取

的证据变多，财务共享模式下内部审计基本上是进行了一个集团范围内所有层级、

所有业务形态的总体审计，首先是大量数据的涌入，利用共享可以进行所有凭证、

报表条目的测试，可以减少和规避抽样数量不足带来的风险。另一方面，财务共

享模式上线后，审计人员能够从财务共享系统中直接获取所需的审计数据，而很

多数据是按照模块公式自动生成代入的，在平台固有程序设定的约束下，提高了

审计证据的可靠性。 

同时，相对应的题项“财务共享模式上线后，贵司内部审计证据获取的方式

有哪些？”结果统计见图 4.7。图中可以清晰地看到 Y企业集团还是以现场审计

直接获取审计证据为主要获取方式，审计人员对企业编制的财务报表、业务生成

的财务数据的分析也是占比较大的获取方式，相较而言，利用共享平台抽取、生

成的方式所占比重较小，说明 Y企业并未转变内部审计证据的获取方式，没有充

分的运用财务共享平台进行审计证据的获取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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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7  财务共享上线后 Y企业审计证据获取方式统计 

4.2.5内部审计风险来源增加 

统计结果显示，有 48.67%的员工认为财务共享模式上线后，内部审计的审

计风险和监督管理风险基本保持不变，同时，有 34%的受访员工表示财务共享模

式上线后，内部审计的风险有所下降，但也有认为内部审计风险有所上升的员工，

但是所占比例较低，仅有 17.33%。财务共享中心覆盖了集团内部几乎所有的信

息和数据，再加上很多固化程序和自动运算的功能，其实很大程度上已经保证了

财务数据的准确性，在一定程度上已经降低了审计风险，而在 Y集团，更多的员

工认为上线共享平台后，内部审计风险基本不变。 

与之相关的题项“财务共享模式上线后，贵司内部审计的主要风险来源于哪

些方面？”的统计分析见图 4.8。统计表明，有 23.65%的受访员工表示内部审计

风险主要是来源于内部审计人员的技能不能很好的与共享平台匹配，其次占比较

大的是“缺少必要的审计程序”和“审计证据获取不充分和不及时”，占比分别

为 24.12%、21.07%。还有 19.67%的受访员工认为财务共享系统自身的问题也会

导致内部审计风险的增加，由于共享板块的设计、数据的自动代入、生成和计算，

确实会导致财务共享系统自身风险，这是不可否认的。 

审计证据获取方式统计 

共享平台抽取 

财务数据分析 

内控运行记录 

现场审计获取 

其他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Y企业集团财务共享模式下内部审计优化研究 

35 

 

 

图 4.8  财务共享上线后 Y 企业内审风险来源统计 

 

根据量表题项的柱状图显示，在财务共享平台上线后，审计效率增加明显，

财务共享平台在进行财务数据的统计提取方面确有贡献；其次是审计成本的增加，

相对来说也是略高于其他三个方面的，Y企业集团的财务共享中心上线仅一年半

的时间，上线后对人员的培训、系统的测试调试、工作设备等的更新，都会增加

相应的成本，但是相比于传统内部审计，还是节约了人力、审计时间等的成本，

所以也有将近 90 位受访员工认为财务共享平台减少了审计成本，审计成本这一

项也是在五个方面当中减少最明显的一项。审计范围、审计风险、审计人员数量

这三个方面是受访者认为基本没有变化的三项，是与之前传统审计相差无几的。

其实在传统内部审计工作中，审计业务所需要的资料，例如业务的原始凭证、各

种财务报表等，形式都是以纸质为主，并且都将其分散保存在子公司和各分支机

构所在地，需要审计人员赶赴现场对资料进行翻阅和清理工作，浪费了大量时间

和精力，增加了审计成本，且难以保证所获取审计证据的真实有效性和及时性，

获得审计证据的难度也较大，财务共享中心的上线使用可以解放内部审计人员，

提高工作效率，可以通过共享平台获取更多的财务数据，降低内部审计成本，由

于 Y集团财务共享平台的建设运用时间较短，短期内并未有明显的相应表现。 

4.3 Y 企业集团内部审计存在的问题 

Y 企业上线财务共享中心后，帮助企业建立了一个不受时间、地域限制的云

处理和监管平台，拓展了内部审计的工作职能，实现了内部审计的转变和企业的

内审风险来源统计 

共享自身系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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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从 2018年 3月企业财务共享中心一期正式试运行上线到 2019 年主导进行

的“四改”更是实现了新的突破，共享平台上线近三年以来，Y企业内部审计工

作确实是展现出了效率明显提高、成本显著降低、内部控制效果良好的多重效果，

但是面对企业规模扩张、大量新业务增加、海量共享数据的高效处理要求，Y企

业财务共享模式下内部审计工作仍然暴露出许多问题，这对内部审计工作造成了

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 

4.3.1未充分利用共享平台进行内部审计信息化 

这一点主要表现在审计证据数据的获取上面，问卷统计数据显示，Y 企业集

团还是以现场审计直接获取审计证据为主要获取方式，利用共享平台抽取、生成

的方式占比仅为 13.6%。在财务共享平台系统中海量的财务数据、报表并未得到

充分挖掘加以利用，一方面是对平台数据资源的浪费，一方面还影响了内审获取

数据的效率。随着计算机科学和信息科学的不断发展进步，数据挖掘、大智移云

等概念的出现，丰富了数据分析手段和方法，内部持续审计应用过程中要求“技

术”的因素，是企业内部审计持续审计信息化的过程，包括了企业信息环境、审

计工作本身的自动化上，Y企业上线了电算化审计系统，但功能仅局限在了余额

测试、交易测试和平台数据提取，停留在财务收支审计业务上，其他大多数的内

部审计工作还是沿用传统方式，各部门存在信息化程度的差距，持续运行的话会

影响到内部审计运行效率。 

4.3.2共享平台在不同种类内部审计中的应用程度不均 

Y企业内部审计分别在财务收支审计、内部控制审计、专项资金审计三项中，

广泛应用了共享平台，实现了跨区域的审计数据可以直接从线上获取，可以做到

在线上走完测试流程，进行非现场审计，进行审计时所需的数据可以直接通过数

据接口直接下载至数据存储仓，经过预设的清洗处理程序，留下必要的数据，剩

下的被过滤在数据资源中存储，阈值的设置可以对每日的收支情况进行监控，超

过设定值便会被表示出来被认为是异常值，并向审计人员的工作系统发送预警。

反观建设施工项目审计、责任审计、大宗业务合同审计这三类审计，在 Y企业中

仍然是以传统审计方式为主，施工项目审计的工作人员进场即脱离财务共享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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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宗采购、销售合同的合规审计主要靠内审人员实地去探查及翻阅合同进行审计，

没有能够有效的将财务共享平台运用进去。共享平台在企业不同种类内部审计工

作中的应用程度不同，一方面需要加大施工项目审计等较少运用共享平台审计类

型的信息化建设，一方面也要更加完善已经充分运用共享平台的审计工作。 

4.3.3存在虚构经济业务增加审计风险 

由于财务共享服务模式将集团范围的所有单据都集中起来审核，共享中心应

付小组的初审、复审人员都严格按照共享财务审核要点的培训内容，对分配给自

己的业务单子中所附的票据进行检查，查看业务审批流是否完整、上层领导签字

流是否完整，并不知道实际业务是否发生、是怎样在发生，各位审批人员对具体

的报销、请款等支付事项并没有完整过程的了解，由于不了解发生流程，所以只

能依赖共享编制的审核要点，而不能自主判断所审批单据反映的业务是否真实存

在并发生，加之经常会有经办人员为了使自己提交的报销业务或请款业务流程能

顺利通过审批，便会想方设法寻找或伪造单据，使单据符合要求、手续完备，顺

利通过共享中心的查验，从而增加内部审计难度和审计风险。例如差旅单报销业

务，共享的审核要点只包括审核票据是否在有效日期内、是否有合法有效的章印，

票据金额是否与经办人请款金额一致，难免存在虚开发票的经办人，若是提交上

来虚开、多开的票据符合规定，则共享初审人员便会认为该票据的经济业务是真

实发生的，但事实上就算有区域领导的审核，也有报销业务并未发生的情况。若

是存在多人多笔虚开，时间一长数额一大就会对内部审计造成影响。 

4.3.4涉及审批事项的流程耗时较长 

进行跨权限操作申请的审批流耗时较长，这一点在 Y企业集团表现的尤其明

显，企业内部进行某一事项的申报需要由员工本人发起，之后提交企业 OA 系统

报批上级进行权限通过审批，在内部审计进行审计工作的时候，往往会获取非员

工本人负责区域的关联数据，但是跨区域、跨职权需要进行工作联系单通知、联

系流程，员工发起后需要直线主管、财务主管、财务总监的层层审批同意，并且

抄送其他部门的相关联同事，但是相关联的同事有哪些、分别是什么层级在公司

的工作流程中并未作出清楚详细的规定和解释，会造成工联单填写完毕但是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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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抄送给哪些同事，工联单迟迟无法发出，且工联单流程需要抄送的每位员工查

看附件、并填写同意流程，层层通过浪费了更多的时间，虽然在企业 OA 系统中

设置了计时待办业务，需要在 24 小时内完成工联单任务，但是工联单的制作和

流程通过浪费了大量时间，这就会导致内审人员无法在当下及时获取到所需的数

据，从而增加了未及时进行审计工作的风险。 

4.4 现存问题的原因分析 

经过对 Y企业内部审计工作流程的重新梳理，并结合卷调查数据的分析结果，

目前主要发现了上述四个方面的问题，下面对其成因进行进一步分析。 

4.4.1共享平台利用率不够 

    首先是 Y企业在内部审计中对共享平台的利用率还不够。财务共享模式上线

使用，本来应该使企业内部审计的实施有了更好的内外部环境，内审工作人员通

过平台可以实施多区域财务工作运行的全过程动态监督，促使内部审计工作更加

积极主动地开展。但从 Y 企业的应用现状来看，企业并没有充分利用共享平台，

对传统的内部审计工作进行深入改革。企业内部审计人员并未高度重视对财务数

据的搜集挖掘，关注数据共享的意识比较差，还有部分审计业务也是对传统的方

式和模式依赖较大，在上线共享平台后没有积极针对共享作出相应的改变，就造

成大量的财务数据并未充分发挥作用，内审工作与平台结合程度的差异较大等问

题。 

4.4.2财务共享审批导致账实分离 

主要体现在费用报销流程，虽然共享平台极大地提升了单据审批的速度，但

是报销准确性、可靠性及真实性并无法保证。公司及各分子公司费用报销业务存

在大量的类型复杂的内容，并且集团不同子公司和项目存在经营业务及政策的差

异，也是加大了审计人员的工作量，难以在段时间内掌握多个地区、不同项目的

相关制度和政策，并且多数分部存在“先请款、后办事”的情况，审计人员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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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进行线上单据审查操作，是无法查验请款是否真正支付以及支付到哪里的情

况。 

4.4.3权限审批规定不明确 

Y 企业确实是对内部审计工作人员的权限、工作流程做出了规定，但是相关

规定中关于审计工作与其他区域部门联动的流程并不是十分明确。关于权限审批

事项的规定不明确，只是局限于需要走工作联系单流程这样的形式，但是对工作

联系单需要发送至哪些人并无明确规定，员工本人发起流程的标准也未定，审批

流程过长，错过了审计节点。由 Y企业审计法务中心主持编制的《关键事项权重

手册》中，明确规定不得通过故意拆分某一事项阶段进行分层审批，防止以此来

层层降低审批权限，若是部门负责人临时出差或无法通过 OA 授权，需要临时将

权限下放，还必须要经过再上一级的审批同意，且下放的时间有限。这样的权责

控制看似严密，但是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由于没有具体流程示例，在执行起来

难免会出现审批权责划分不明晰，不同管理者互相之间推诿扯皮的现象，也在一

定程度上影响了内部审计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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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财务共享模式下 Y 企业集团内部审计工作优化策略 

针对 Y企业内部审计在共享阶段存在的不足之处，结合问卷调查结果及原因

分析，对 Y企业的财务共享模式下内部审计的发展提出以下优化建议，主要从以

下几个方面四个方面出发。 

5.1 内部审计方式方法创新 

5.1.1发展使用非现场审计技术 

财务共享模式下的内部审计说到底仍然是企业进行内部审计的一种手段，并

非是一项全新的审计业务，但是要求审计人员要通过计算机网络、共享平台、银

企直连等各种信息传输途径和渠道来收集各项审计所需的业务关键数据，获取后

按照一定的方法和标准，对数据进行再加工和处理，形成非现场审计所需的特定

数据资料，形成非现场审计分析报表。尤其是在施工项目的内部审计上，要使信

息技术、项目管理经验和财务审计充分结合起来，Y企业是以房地产为主要业务

形态发展的，施工建设项目自然应该是重点关注的部分，企业内部审计机构对施

工项目真实合法、效益性的独立监督和评价结果是非常重要的运行参考，企业可

以根据施工项目审计的特殊性设置单独与之匹配的信息系统，通过该系统实时接

收和发布施工现场情况的数据，加快现场各种信息收集的速度和准确程度，根据

以前施工项目的审计经验，将成熟通用的表格设置为可以由计算机自动生成，施

工数据库嵌入符合实际的计算分析模型，再由具体的施工项目去灵活调配使用层

次模型、关系模型、风险模型等多种模型组合，降低内部审计人工参与的程度及

操作的难度，积极调整传统施工项目内部审计工作以适应财务共享平台上线后的

新环境。  

5.1.2数据采集和处理优化 

外部网络中往往存在着丰富多样的信息和数据，涵盖一些行业信息、财务报

告、员工情况信息等等，又或者是企业通过销售留下的联系渠道、供应商联系方

式、银企直联的关联信息等，这些都很有可能被内部审计人员拿来当做直接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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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或转化为证据，从企业内部的角度来看，数据电子存储已经建设成熟，且被

审计单位的经营数据往往各有差异、种类丰富、数量庞大，为内部审计人员带来

了具有一定规模的数据群。若是想要快速识别出与重大错报风险密切相关的、或

许有用、并容易被理解的数据的话，就必然需要对一手拿到的数据进行分类清洗

和处理，一手数据的预处理应该剔除杂乱无序、重复多次出现、残缺不完整的的

部分，经过集成来初步提升数据质量。 

财务共享模式下，部分特定业务的数据是通过平台标准化处理后直接存储于

共享中心的，内部审计人员只需要通过专门的开放数据连接审计接口就可以直接

进行访问和数据提取。大数据时代财务共享模式下的数据不能简单受限于单机计

算分析，更要发展多维度相关性的分析，可以利用 DSS（Dynamic Spectrum 

Sharing）频率合成器、Python语言等工具，辅助内部审计人员进行经济业务情

况的判断及决策，将数据模型分析预测结果与往期审计结果进行比对，找出审计

风险点，形成相应的电子证据，辅助审计人员出准确的审计结论。 

5.2 内部审计流程优化 

5.2.1审计准备阶段 

整个审计过程的基础和起点就是事前准备阶段，审计事前进行充分有效的准

备有助于保证审计效率和质量。首先明确审计任务、确定审计重点，在共享模式

下，审计人员需要明确，从共享平台能够直接导出或间接获取到哪些审计的必要

数据，以及利用这些数据进行分析后，可以用来说明什么问题。其次，Y 企业集

团不同领域的子公司具体的管理规定不统一，因此适用的审计计划也各不相同，

在编制计划这一阶段，审计人员需要对被审单位财务共享平台与总部连接的基本

情况进行了解，例如区域财务共享操作人员有多少、权限设置情况、日均传输单

量等基本数据，必要的时候，可以跟区域财务共享中心的员工进行沟通，获取区

域共享系统数据调取的权限，需要提前调取好财务共享中心的运行日志，进行必

要的了解和分析。由于共享系统自身有固有风险存在，在了解基本情况并从共享

平台获取必要数据之后，更要结合被审单位实际情况，设定好数据受损或真实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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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性不足时需要的管控程序，或者是求助于第三方程序对系统风险进行评估，对

已获取的数据进行二次清洗。 

5.2.2审计实施阶段 

    在审计实施阶段，传统的内部审计是以内部控制为基础，财务共享模式下的

内部审计在实施阶段更多的是强调已挖掘数据并充分加以利用为基础，将共享模

式的数据集成优势发挥出来。在实施阶段主要强调依据审计计划及方案进行数据

采集、处理和分析，最终形成审计结论的这一过程，财务共享模式下的内部审计

不仅局限于企业内部生成的数据，更包括来自第三方的通信数据、交易留档数据，

数据的形式也是扩展到了包括录音、电子邮件、图片、视频等多种形式，在获取

之后内部审计人员要提取出正确有用的资料，形成审计证据资源池。更要细化审

计工作底稿，编制应当细致、完整、语言简洁精炼，做到内容精细、要素齐全，

强调数据的建模分析及测试过程，反映得出审计结论过程的科学性和必要性。定

期对审计程序的执行进行总结回顾，对流程进行重新梳理，及时发现疏漏，采取

补救措施，评估审计程序的合理性，分析其是否适应于财务共享模式下新形式，

在过程中随时进行补充完善。 

5.2.3审计完成及后续阶段 

一项审计工作顺利完成终结后，需要审计人员收集好工作过程中各种形式的

资料，在审计报告提交后分类归档，形成最终完整的审计档案后保存。财务共享

未上线使用时，Y 企业集团传统的审计资料归档在这一步就已经完成了，但是财

务共享上线后，对内部审计突出的一项贡献就是审计留底数据的横向可查，所以

在所有审计资料都整理完成后，需要再次扫描将电子版上传至已完结审计事项中

留存，方便以后随时可以调取和使用，并且按照内部审计档案保密规定，完整的

审计项目档案中如若包含应当保密的文件，上传至共享系统时需要设置访问权限

的设定，分类上传后并完成权限设定，意味着审计归档流程结束。 

在 Y 企业，内部审计的后续审计阶段完全交由目标督办部门进行，无论是对

审计报告的整改落实情况，还是后续的评估都由督办部门负责。在财务共享的模

式下，已经将审计报告及后续沟通情况都上传平台，被审单位也需要在整改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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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将具体整改的方式和实际情况随时通过区域的共享平台上传更新，并且在平

台上连接负责落实整改的目标督办部门，使其可以随时查看整改进程并进行线上

沟通，实现共享平台对后续审计工作的全覆盖。 

5.3 内部审计管理制度优化 

5.3.1授权制度优化 

    授权委托制度是委托代理理论发展的具体体现，应用到企业内部之后，成为

内部规范管理、风险控制的有效制度。在 Y 企业内部，存在授权制度不规范的现

象导致内部审计工作之后的现象，由于内部审计部门及工作的特殊性，在推行授

权制度时，应该坚持与其他业务相关联，常年授权与单一事项授权相结合，使审

计人员在日常的审计工作中具有长期被授权允许的权限，例如可以随时调出查看

往年往期被审单位的审计情况，在被审单位范围内不受干扰和限制地通过常规手

段搜集审计证据；若是有越权调查的情况，可以交由审计小组负责人直接进行授

权，取消多层授权审批，节约走流程的时间。在公司扁平化管理模式的同时，在

常规授权的基础上，批准内部审计或被授权管理人进行一级转授权，结合内部审

计小组的具体情况，保证委托事项的高效执行和目标效果。 

5.3.2内部审计人员优化 

在人员优化方面具体有三个方面的建议，分别是：优化内部审计人员在项目

中的分配、加大不同专业背景人才的招聘力度、更新完善员工培训体系和课程。

根据在 Y 企业的实地了解，发现不同项目经验、不同年龄、不同学历背景的内部

审计人员在不同类型的内部审计工作项目当中的分配并不合理，有些经常跑施工

项目现场的擅长现场审计的工作人员被分配到财务收支项目审计工作组中，对财

务共享平台的频繁使用不太适应，无法快速上手工作，可以加大这部分员工关于

平台操作的培训，并鼓励其进行现场审计和共享平台融合的创新工作；还有工作

时间久、年龄较大的工作人员无法赶上信息化的速度，可以分配到目前还无法利

用共享平台的业务组中，例如需要人工翻阅大量合同、报告的审计业务，在进行

的同时加强共享方面知识的培训，鼓励这部分员工将自己多年的工作经验与内部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Y企业集团财务共享模式下内部审计优化研究 

44 

 

审计共享模块进行结合，对系统模块进行查漏补缺，完善企业现有的内部审计系

统；同时应该招收一下有计算机、大数据、机器语言等学习背景的员工，经过审

计业务培训后，专门负责内部审计板块系统的运行维护及更新，独立出一个运维

部门，负责系统稳定运行，降低相应的固有风险。 

5.4 共享系统优化 

除去共享模式下内部审计多个方面的优化，不能忽略的就是共享平台自身也

存在一些固有风险，不管是在进行财务业务单据处理还是进行内部审计工作时，

都或多或少会存在影响，现有共享平台是借助 IT 于系统相互集成来实现的，在

信息技术下的主要风险来自于不同来源、不同形式数据的兼容性、数据存储安全

性、系统反应速度等方面，会计业务集中核算管理模式的特性对系统的稳定性依

赖较大，当系统风险出现，会加倍放大整体信息失真的风险，之后业务的关联性

会造成多个相连环节受到影响，影响内部审计证据的真实可靠性和准确性，甚至

会影响审计结果。这就需要企业持续关注和重视技术对共享中心的支持作用，稳

定 IT 平台为共享搭建运行基础，在企业运行过程中紧跟实际情况进行维稳和持

续创新，在业务流程的设置和选择上也要与企业现状相适应，规范和实时更新业

务流程设计，以此来提高财务工作和财务信息的质量，为内部审计工作的开展奠

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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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研究结论与展望 

6.1 研究结论 

本文在深入系统地分析了财务共享模式及相关内部审计理论研究基础上，通

过针对企业内部各层级、各区域、各业务形态内部审计相关人员进行的问卷调查，

具体分析了调查财务共享实施后公司内部审计工作发生的变化，围绕内部审计效

率、内部审计风险、内部审计人员、内部审计证据获取方式等方面展开，分析得

出 Y企业财务共享平台在内审业务中应用中存在的问题，分析存在这些问题的根

本原因，并提出相应的 Y企业未来信息化内部审计的发展建议。 

综合全文，本文具体结论如下：（1）财务共享模式确实影响了 Y 企业集团的

内部审计，表现在为内部审计方式方法和途径、内部审计成本和效率、审计证据

的真实可靠性等多个方面。（2）共享模式下内部审计范围已经发生了变化，内部

审计不仅包括集团总部的财务审计、风险战略预警，还包括各种经营管理模式各

不相同的分、子公司的审计；审计方式也在逐渐转变为非现场审计为主，工作效

率得到了极大提高。（3）Y企业目前财务共享模式下内部审计的发展首先应该重

视并加深共享化在集团内上下分、子公司的普及，探索发展适合 Y企业集团的数

据分析模型，提高财务信息数据分析处理的高效性，加强综合专业背景内部审计

人才的培养，持续优化共享系统，为内部审计信息化转型助力。 

6.2 研究展望 

大型企业集团财务共享平台的普及和广泛应用，有效地从根本上改变了内部

审计数据、审计证据获取及相应数据分析处理的方式，提高数据抽取测试的效率，

进而有望革新企业内部审计的工作模式，拓展内部审计的深度、广度。当然，毋

庸置疑的是这样的共享模式会给企业内部审计带来诸多新的挑战，现阶段企业财

务共享模式下的内部审计仍然还是处于一个不断向前摸索和发展的阶段，面临着

来自工作标准、人才配备、信息系统重构等众多的挑战。在未来，财务共享模式

下内部审计需要更多方向的探索去实现快速发展应用和高效工作模式，为企业的

发展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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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关于财务共享模式上线后对内部审计的影响问卷调查 

亲爱的同事： 

您好！ 

真诚地感谢您能够在忙碌的工作之余参与到此次由 LB 总部共享资金中心发

起的“财务共享模式对内部审计工作的影响”调查活动中来，衷心祝愿您在未来

的工作发展中更上一层楼！ 

请您填写以下基本信息： 

您所在的职能部门：              

您的职位名称：                  

接下来的题项，请您根据工作中的实际情况来选择相应的选项，谢谢！ 

1. 财务共享模式上线后，对您所在职能部门的内部审计是否发生变

化？ 

A. 有较大的变化 

B. 有一定的变化 

C. 完全没有变化 

2. 若是有变化，您认为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多选） 

A. 审计方式 

B. 审计范围 

C. 审计效率 

D. 审计人员 

E. 审计证据 

F. 审计内容 

G. 其他                 

3. 财务共享模式上线后，贵司主要的内部审计方式是？ 

A. 现场审计 

B. 非现场审计 

C. 现场审计与非现场审计相结合 

4. 财务共享模式上线后，贵司内部审计范围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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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范围明显缩小 

B. 范围略有缩小 

C. 范围基本不变 

D. 范围略有扩大 

E. 范围明显扩大 

5. 财务共享模式上线后，贵司内部审计效率的变化？ 

A. 效率明显降低 

B. 效率略有降低 

C. 效率不变 

D. 效率略有提高 

E. 效率明显提高 

6. 财务共享模式上线后，贵司内部审计人员数量的变化？ 

A. 人员数量大幅增加 

B. 人员数量略有增加 

C. 人员数量不变 

D. 人员数量略有减少 

E. 人员数量大幅减少 

7. 财务共享模式上线后，贵司内部审计风险的变化？ 

A. 风险大幅上升 

B. 风险略有上升 

C. 风险不变 

D. 风险略有下降 

E. 风险明显下降 

8. 财务共享模式上线后，贵司内部审计成本的变化？ 

A. 成本大幅增加 

B. 成本略有增加 

C. 成本不变 

D. 成本略有下降 

E. 成本大幅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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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财务共享模式上线后，贵司进行内部审计需要获取的审计证据变

化？ 

A. 需要获取更多的审计证据 

B. 需要获取的审计证据数量保持不变 

C. 需要获取更少的审计证据 

10. 财务共享模式上线后，贵司内部审计证据获取的方式有？（多选） 

A. 财务共享平台抽取生成 

B. 企业财务数据分析 

C. 内部控制运行记录 

D. 现场审计直接获取 

E. 其他                 

11. 财务共享模式上线后，贵司内部审计证据真实、可靠性的变化？（多

选） 

A. 真实、可靠性明显降低 

B. 真实、可靠性略有降低 

C. 无明显变化 

D. 真实、可靠性略有提高 

E. 真实、可靠性明显提高 

12. 财务共享模式上线后，贵司内部审计的主要风险来源于？（多选） 

A. 共享平台自身系统问题 

B. 内审人员技能不匹配，难以适应共享模式下的工作方式 

C. 缺少现场审计及实地取证等审计程序 

D. 审计证据获取不充分、不及时 

E. 其他                 

13. 财务共享模式上线后，贵司内部审计人员的业务培训主要有？（多

选） 

A. 财务数据分析相关培训 

B. 共享平台操作使用相关培训 

C. 内部审计技能相关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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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共享平台及审计技能结合相关培训 

E. 其他                 

14. 财务共享模式上线后，是否在内部审计人员的绩效考评中加入对共

享平台的熟练程度？ 

A. 是，有加入相关考核 

B. 否，无具体规定 

15. 财务共享模式上线后，工作流程响应时长的变化？ 

A. 响应时长明显增加 

B. 响应时长略有增加 

C. 响应时长不变 

D. 响应时长略有减少 

E. 响应时长明显减少 

16. 在内部审计工作效率的影响因素中，体现在平台自身的问题有哪

些？ 

A. 系统维修维护耗时较长 

B. 工作人员获取审计资料权限不足 

C. 审批流程繁琐 

D. 其他                 

问卷到此结束，再次感谢您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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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时光匆匆，转眼间三年的硕士时光即将匆匆结束，回顾过往时，仍然非常感

谢和留恋在会计学院度过的七年时光，这使我受益颇多！ 

在学位论文立题、创作和修改的整个过程里，感谢导师的悉心指导，这三年

时间里，他耐心细致地关怀生活，严谨认真地培养科研能力，非常幸运能够遇到

这样一位可亲可敬的老师！ 

感谢我校会计学院的所有老师，在开题、论文预答辩等各个环节都认真评阅

论文，给每位同学提出建设性的整理修改意见！不舍我的同班同学们、三位可爱

的舍友，我们一起分享欢笑、一起努力前行，离别之际，这些场景却仿佛就在眼

前，感谢三年的陪伴，唯愿前程似锦！感谢我的父母给我的爱与支持，感谢他们

为我创造的充满爱意的成长环境，让我不畏艰险，奋力前行！ 

最后，感谢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进行论文评审的各位老师和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