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类号 密级
U D C 编号 10741

硕 士 学 位 论 文
(专业学位)

论文题目 基于业审融合的 T公司增值型内部审计

研究

研 究 生 姓 名： 宿洪艳

指导教师姓名、职称： 苏孜 教授 潘敏 高级会计师

学 科、专 业 名 称： 审计硕士

研 究 方 向： 内部审计

提 交 日 期： 2022 年 6 月 1 日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基于业审融合的 T公司增值型内部审计研究

Research on Value-added internal audit of T
company based on Integration of

Business and Audit

Candidate : Su Hongyan

Supervisor: SuZi PanMin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基于业审融合的 T公司增值型内部审计研究

摘 要

随着经济的发展，各行业不断兴起，企业间的竞争愈发激烈，导致公司经营

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为了满足企业的发展需要，传统的内部审计只能努力通

过各种方式实现自身增值。而通信行业作为市场经济中的垄断行业,不仅业务复

杂且数据量庞大,因此，其内部审计模式的转型也是迫于眉睫。

近年来,专家学者在对内部审计如何实现价值增值的研究过程中探索出一条

新的途径——业审融合。本文采用案例研究法，以初步开展业审融合模式增值型

内部审计的 T通讯公司为例，对其初步开展现状进行分析，阐述了该公司增值型

内部审计的实施效果以及存在问题，最后据此提出改进 T公司增值型内部审计的

相关建议，并为其他企业提供经验借鉴。研究发现，T公司依托自身先进的技术

平台，将“业审融合”理念贯穿于审计全过程，形成了事前预警、事中控制以及

事后监督的增值型内部审计模式，进而取得了显著地成效。如审计效率提高、风

险水平降低、流程更加完善等等，表明业审融合模式下增值型内部审计的开展具

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另一方面，研究还发现，该模式下增值型内部审计的开展虽

然具有较高的实践价值，但对企业有一定的要求，如需满足资金充足、技术先进、

内部审计独立、审计团队专业、审计氛围良好等条件，这也是企业在业审融合模

式下开展增值型内部审计需要克服的困难。

对于该文章的研究，一方面希望能够丰富业审融合和增值型内部审计相结合

的理论框架,另一方面则希望通过对 T公司增值型内部审计开展经验的探索分析，

为其他企业的增值型内部审计发展起到一定的借鉴指导作用。

关键词：业审融合 价值增值 内部审计 风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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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the continuous rise of various industries,

the competition among enterprises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fierce, which leads to

the unprecedented challenges faced by the company's operation. In order to meet the

development needs of enterprises, the traditional internal audit can only strive to

realize its own value-added through various ways. As a monopoly industry in the

market economy, the communication industry has complex business and huge amount

of data. Therefore, the transformation of its internal audit model is also forced.

In recent years, experts and scholars have explored a new way - Industry Audit

integration in the research process of how to realize the value-added of internal audit.

Using the case study method, taking t communication company, which initially

carried out value-added internal audit in the integration mode of industry audit,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its initial development, expounds

the implementation effect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the company's value-added

internal audit, and finally puts forward relevant suggestions to improve the

value-added internal audit of T company, and provides experience reference for other

enterprises. It is found that relying on its own advanced technology platform, T

company has run through the whole process of audit with the concept of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audit", formed a value-added internal audit mode of pre-warning,

in-process control and post supervision, and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For example,

the audit efficiency is improved, the risk level is reduced, and the process is more

perfect, which show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value-added internal audit under the

mode of industry audit integration has a certain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n the other

hand, the study also found that although the development of value-added internal

audit under this mode has high practical value, it has certain requirements for

enterprises, such as sufficient funds, advanced technology, independent internal audit,

professional audit team and good atmosphere of audit, which is also the difficulty that

enterprises need to overcome in carrying out value-added internal audit unde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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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ation mode of industry audit.

The research of this article, on the one hand, hopes to enrich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the combination of industry audit integration and value-added internal

audit, on the other hand, hopes to play a cardinal rol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value-added internal audit of other Chinese companies by the explor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experience of value-added internal audit of T company.

Keywords：Internal Audit；Value-added；Integration of Business and Audit；Risk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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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1.1.1 研究背景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要深化审计制度改革，

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创新审计理念，及时揭示和反映经济社会各领域的新情况、

新问题、新趋势。”这对我国增值型内部审计的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外，

随着行业竞争的愈发激烈，企业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而传统的内部审计所开展

的许多活动对企业来说是不增值，难以满足当今企业的发展需要。因此，内部审

计需要转变传统的工作方式，为组织的价值增值做出一定的贡献，更好地服务于

企业的组织目标。只有这样，内部审计才能成为企业价值链上不被摒弃的一环。

国际内部审计师协会（IIA）关于内部审计的定义不断修改，最终确定内部

审计的目的在于为组织增加价值。与此同时，我国学者对于内部审计的研究也一

直没有停止。从 2003 年至今，内部审计的定义不断被进行修正，其职能也实现

了由“监督评价”逐步过渡到“价值增值”阶段。内部审计的职能在不断演变的

同时，其重要性也一直在被强调。2014 年的国办 48 号文中以及 2015 年的《关

于完善审计制度若干重大问题的框架意见》，都提到了内部审计的重要性。因此，

增值型内部审计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通信行业作为市场经济中的垄断行业，不仅业务复杂且数据量庞大，传统的

内部审计模式已经不再适用于该行业的发展，急需向增值方向转型。近年来，专

家学者在对内部审计如何实现价值增值的研究过程中探索出一条新的途径——

业审融合。国内学者对此的研究除了相关理论层面，还做了一些与实务相结合的

探索，最终发现业审融合是实现内部审计增值的有效路径。虽然国内通信公司已

陆续开展增值型内部审计模式，个别企业也融入了业审融合的理念，但实际在以

业审融合为理念开展增值型内部审计建设过程中仍然存在一定的问题。比如，业

审融合不深入、部门协同性不高等，使得内部审计的职能未得到充分体现。

本文以移动通讯公司 T为例，分析其初步开展的业审融合模式下的增值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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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审计实施结果及存在的原因，并提出相对应的建议，以改善其增值型内部审计

工作的状况，最后总结该模式下增值型内部审计开展过程中的重点，为其他正在

建设增值型内部审计的公司提供参考作用。

1.1.2 研究意义

近年来，虽然增值型内部审计的模式一直被倡导，但由于该方面的研究在我

国起步较晚，再加上实施起来具有一定的困难性，使得大多数企业内部审计的开

展还停留在传统阶段，以至于内部审计的价值并未得到充分的体现。随着企业业

务量的不断增大，传统的审计模式已不再满足于行业竞争激烈的今天，尤其是在

业务复杂且数据量庞大的通信行业。

另外，虽然目前已有企业陆续开展增值型内部审计工作并取得一定成果，但

基于业审融合这一有效路径的企业还很少。因为业审融合需要通过大数据技术将

审计要点嵌入业务流程并实现全过程监督，还要建立审计后评价机制等。因此，

对公司信息化程度、人员操作水平、管理层重视程度的要求都非常高。由于技术

手段、人员、理念等方面的原因使得增值型内部审计在开展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困

难性。而且业审融合这一实现内部审计增值的有效路径需要更多的在实务中体现，

以发挥内部审计的增值作用。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业审融合模式下增值型内部审

计存在的问题进行积极探索进而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对促进企业战略目标的达

成具有重要意义。

（1）理论意义

虽然国内许多学者已经对增值型内部审计展开了研究，相关文献也有很多，

但绝大多数的研究都是关于增值型内部审计与传统审计模式的比较，包括审计理

念、审计方式、审计职能与目标等方面的差异。在增值路径方面的研究也是基于

审计成本、审计人员、技术手段等方面着手，而对于如何通过业审融合模式实现

内部审计的增值这方面的研究较少。本文揭示了“业审融合”的增值路径，为企

业提供对策建议的同时，进一步丰富了增值型内部审计的理论研究。

（2）实践意义

增值型内部审计的理念已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可，尤其是对于业务量巨大、数

据复杂的通信行业来讲，发展增值型内部审计具有一定的必要性。T公司作为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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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探索增值型内部审计的企业，对其内部审计工作的开展进行全面整改，在同行

业内率先融入业审融合的模式，已取得了初步的成果，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本文以 T通讯公司为作为研究对象，对其初步实行的基于业审融合模式的增

值型内部审计进行分析，将其实施效果展开讨论并对 T公司在实施增值型内部审

计模式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以及导致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在此基

础上，提出改进 T公司增值型内部审计的针对性建议。同时，揭示“业审融合”

这一实现内部审计增值的有效路径，为其他将要进行或者正在进行增值型内部审

计模式建设的公司提供参考。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1.2.1 国外研究现状

虽然国外学者对于业审融合这一增值路径尚未有所研究，但其对于增值型

内部审计的研究较早且成果丰富，为我国的相关研究起到了很大的借鉴价值。这

方面的文献主要从以下三个角度展开研究，对于业审融合的研究重点放在国内文

献综述。

（1）内部审计职能的演变

1941 年 IIA 成立，1947 年发表 《内部审计职责说明书》，对内部审计进行

了第一次定义，表示内部审计主要对公司的财务问题或经营问题进行负责和监督。

随着受托责任的出现，人们更加认识到内部审计这种独立部门对于维系经营者与

所有者经济关系的重要性，于是在 1957 年，IIA 再次对内部审计定义进行修改，

强调了其对内部控制的重要性。1971 年又在该定义中扩大了审计范围。之后，

在第六年的第 4次修改中，内部审计的职能范围突破了经营领域的限制，拓展到

整个组织范围。再后来的两次修改主要对之前的部分内容进行强调与补充，内部

审计的职能组织还是仅限于对组织活动的检查、评价及控制阶段，并没有发生实

质性变化。直到 2001 年，随着内部审计定义的不断修改，其职能也过渡到“为

组织增加价值”的阶段。

（2）开展增值型内部审计的必要性研究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业务活动的愈发复杂，传统的内部审计已不能满足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基于业审融合的 T公司增值型内部审计研究

4

企业的发展，需要通过各种方式的转变来实现自身价值的增值(Stern，1994)。

另外，内部审计人员应该意识到他们的部门对组织所作贡献的价值，那些不能为

企业带来价值创造的审计人员很容易被管理层贴上资源消耗者而不是价值增值

者的标签（Anthony Walz，1997）。为了让企业管理人员认识到内审职能重要性

的基础上对内部审计进行转型，以发挥其在企业工作中的价值，学者对其重要性

做了大量研究。内部审计人员具备包括财务会计、审计、工程等能力，是综合性

的人才，因此企业管理层应该对内部审计持积极态度（Zacchea，2003）。如果其

态度是积极的，那么有助于促进内部审计工作的开展，进而有利于企业的发展

（Mihret，2008）。

（3）内部审计价值增值的影响因素及实现路径研究

在赋予了内部审计可以帮助企业实现价值增值的职能后，国外学者也致力对

内部审计价值增值的影响因素及实现路径的研究。企业只有在识别出经营过程中

面临的各种风险并加以控制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内部审计的增值目的（Zacchea，

2003）。除此之外，内部审计部门还应考虑如何服务于其他职能部门，从而更好

的促进企业战略目标的实现，实现企业的增值（Pickett，2004）。在管理层的态

度方面，Mihret 和 Yismaw（2007）通过案例分析得出结论，企业管理层对内部

审计的态度积极与否会影响到内部审计工作的开展,且二者成正相关关系。Taiwo

Olufemi Asaolu（2016）则表示，内部审计增值功能除了受管理层的重视程度影

响外，还受到内审独立性、审计人员综合素质、审计证据的充分性以及审计流程

的完善性的影响。

如果内部审计机构除了实现监督评价职能外还可以为管理者提供建议的话，

将会极大的促进内部审计的增值，进而促使公司增值目标的实现（RS Roussey，

2006）。另外，企业的战略规划和营销有助于实现内部审计的增值，良好的战略

规划有助于帮企业识别战略问题，进而解决增值型内部审计施行过程中存在的障

碍，最终提高组织建立增值型内部审计模式的能力（Mihret，2008）。另外，为

了实现内部审计的增值，还应该做到改进审计理念，提高审计人员素养，对审计

程序和方法进行创新（Al-Akra，2016）。实证研究表明，越是具有影响力的企业

往往能更成功地确保其审计部门拥有帮助其组织实现目标所需的审计技术资源。

(Sarah Garven，2020)。审计技术的使用除了能够提高审计效率，还与内部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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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企业风险管理、欺诈检测和 IT 风险审计活动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因此在

大数据时代，内部审计职能部门应该创新技术，为组织增值（Romina，2021）。

1.2.2 国内研究现状

相较于国外来说，国内学者对于增值型内部审计的研究较晚，但研究内容

大致相同，因此国内文献仍然从以下三个角度进行概括，最后对业审融合这一增

值路径的研究进行回顾。

（1）内部审计职能的演变

2003 年，CIIA 给内部审计下了定义，表示其工作主要是对本单位的经济活

动进行监督和评价，以促进加强经济管理和实现经济目标。2009 年的准则中强

调了内部审计对于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的重要性，其他内容没有实质性变化。

2012 年开始，随着定义的不断修改，内部审计被赋予了“增加价值”的职能，

之后这一职能被不断强调，表示内部审计应该帮助企业“实现价值的增值，”，内

部审计职能由“监督评价”逐步过渡到“增加组织价值”这一阶段。

（2）开展增值型内部审计的必要性研究

CIIA 的成立相较于 IIA 来说晚了四十多年，但自从成立以来，学者对于内

部审计的研究一直没有停歇，这些研究使得内部审计的定义职能等不断完善。蔡

春等（2006）在其著作中进一步强调了增值型内部审计对实际工作的重要意义。

钟红霞（2013）认为，经过多年的发展，内部审计的理念得到广泛认可，其向价

值增值方向的转变也越来越多的成为各个企业的目标。陆正耀（2016）在研究中

也表示，企业的规模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壮大，其内部的活动也越来越复杂，这

种情况下内部控制的完善具有重要意义。如果企业内控有所缺陷，在风险传导机

制下，会由某一个点会引导整体，最终威胁到整个企业的发展，这就对内部审计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外，大数据审计等理念的出现使得内部审计要进行变革，

向更智能化、信息化的方向迈进，尤其在通信行业这种涵盖海量业务数据的公司，

内部审计的智能化转型显得尤为重要（沈国玮、曹毓静，2020）。

（3）内部审计价值增值的影响因素及实现路径研究

在强调内部审计增值对于企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同时，学者也致力于其

影响因素的研究。肖仲云、于海云（2014）通过实证方法对影响内部审计增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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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进行研究，发现企业内部控制质量以及内部审计质量会显著影响到内部审计

价值增值的效果。也就是说，良好的内部控制及内部审计质量更容易使内部审计

实现价值增值。此后，蒙莉（2016）通过实证研究也得出相同结论，表示这两个

因素是影响内部审计价值增值的众多因素中的关键因素。王芳（2017）则认为，

内部审计部门的独立性尤为重要，它是审计工作得以有效开展的前提和基础，同

时，这一独立性与管理层的支持程度成正相关的关系。另外，郑石桥和李娴娴

（2017）强调企业价值链的优化与内部审计能否实现增值息息相关，认为只有关

注价值链中的核心增值业务，才能最大幅度的提升企业价值。张礼静（2019）在

研究中强调了审计理念对内部审计实现增值的重要性，她认为管理层对于内部审

计的认识程度对于增值性内部审计的发展至关重要。

学者对于内部审计如何实现价值增值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首先，可以通过

降低内部审计工作成本的方式提高审计效率，以此实现内部审计的价值增值（李

越冬，2010）。其次，增值型内部审计的开展对审计人员的综合素质有了更高的

要求（高文进、刘介星，2011）。内部审计人员结构的优化是实行内部审计的全

面质量管理的关键（张炜，2014）。但是，无论采取怎样的措施，首先要实现审

计理念的转变，只有这样，内部审计职能才能向价值增值过渡（赵成雄，2014）。

张培（2015）在研究中表示，内部控制质量作为内部审计工作的重要内容，对其

在参与公司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具备较高的研究价值。张礼静（2019）对

此持相同观点，她表示，内部审计质量控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内部审计质量好坏，

因此，为了使得提高内部审计质量、实现其价值增值，就必须完善企业内部审计

管理机制。另外，在审计技术手段方面，门皓、苏晓瑜（2021）表示，内部审计

人员应具备计算机操作能力以规避掉大量繁琐低效的工作，提高审计效率，为组

织增值提供更多有价值的信息，还可以对企业可能存在以及面临的风险等进行监

控，使企业面临的风险降低至可控范围内， 帮助企业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

（4）业审融合相关文献研究

业审融合通过构建业务与审计的双向融合，实现组织内各部门之间的协同

运作，以此共享业务和审计经验，最终达到内部审计增值的目的（顾霞、苏昱霖，

2018）。业审融合不同于传统的内部审计，主要运用大数据手段来实现业务与审

计的双向融合，通过将审计关键点嵌入业务流程中，实现全过程的监控，及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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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问题并进行整改，以提高关键流程的控制水平，最终达到内部审计价值增值的

目的（郭玉凡，2019）。在构建“业审融合”审计模式时，可以通过组织协同、

系统分析、双向融合、问题整改、分布达标这“六步法”来完善内控，保障内部

审计工作的顺利开展，实现其价值增值（刘海涛，2020）。无论采取哪种方式，

要想实现业审融合，就离不开大数据技术的使用，从数据的搜集、整理、汇总以

及分析等，都依赖于数字化审计系统，以此促进企业业务流程和内审流程的相互

融合，充分发挥审计监督的职能，最终实现内部审计的价值增值（杨爱萍，2021）。

1.2.3 文献述评

通过对比国内外文献的研究情况可以看出，从研究时点来讲，西方国家对于

内部审计的研究起步较早，也正因如此，IIA 早先就提出了内部审计价值增值的

理念且以取得了相当程度的进展。而我国对于这方面的研究相对较迟。从研究内

容来讲，无论是国外的学者还是国内的研究人员，大体是相同的，都强调了内部

审计实现增值的必要性，并在理论层面上对增值型内部审计实施的必要性、影响

因素及实现途径等均有研究，且研究趋势大体相同，都由内部审计的传统的“评

价”阶段向“增值”阶段过渡。

尽管国内外对内部审计的研究有很多相同点，但二者之间也存在差异。例如，

基于国内外增值型内部审计发展状况的不同使得在研究方式上有所区别。由于国

外对于增值型内部审计理念的提出较早，因此相关的理论研究也早早产生，以至

于理论运用到现实的例子也比较多。在这种情况下，国外的学者多采用调研的形

式获取资料，以此作为数据支撑，或者采用对大量的案例企业进行对比分析以得

出研究结论。总之，国外的相关研究大多是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

对比国内的研究来看，由于我国对增值型内部审计的提出相对较晚，相关的

理论研究也就较少。一方面审计理念短时间内没有发生转变，另一方面实际操作

缺少了理论的参考便难以进行，最终导致我国大多数企业的内部审计职能还是停

留在传统的审计阶段，对于增值型内部审计的实例研究近些年才逐渐出现，但为

数不多且多集中在对电网企业的研究，以通信行业为研究案例的研究少之又少，

更不用说运用业审融合这一新增值理念了。另外，由国内文献综述可知，业审融

合这一实现内部审计增值的新路径对于企业开展增值型内部审计来说具有重要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基于业审融合的 T公司增值型内部审计研究

8

意义。

本文以理论结合实例为出发点，对 T公司业审融合模式下增值型内部审计的

实施效果展开讨论，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建议。同时也为其

他开展增值型内部审计的企业提供相应的经验借鉴。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1.3.1 研究思路

文章在研究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对业审融合的概念及特征做了介绍。

然后以 T公司为例，对其现行增值型内部审计开展状况进行描述，在探索其实施

成效进行归纳的同时对其增值型内部审计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并进行

分析，最后为改进 T公司业审融合模式下的增值型内部审计提供相应的建议。具

体研究思路如下：

第一章：绪论。主要阐述研究背景、研究意义、国内外文献综述、研究思路

和方法。

第二章：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首先对业审融合和增值型内部审计的概念、

特征等进行界定，其次对文章所用到的相关理论进行简单介绍。

第三章：T公司基本情况及其业审融合模式下增值型内部审计现状。首先对

T公司初步开展增值型内部审计模式的情况进行介绍，将实施效果展开讨论并总

结，指出虽然该公司增值型内部审计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仍存在一些问题，

为下文做铺垫。

第四章：T公司业审融合模式下增值型内部审计存在问题的成因分析，并据

此有针对性地为下文改进 T公司增值型内部审计体系提供相关建议。

第五章：改进 T公司增值型内部审计体系的相关建议。根据第四部分该公司

增值型内部审计建设过程中存在问题的影响因素的分析，提出相应的改进建议。

第六章：研究结论。归纳本研究的结论。

以下是文章的研究思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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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研究方法

（1）文献分析法：本文通过搜集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而进行研读分析，为论

文的撰写提供相应的理论依据及经验借鉴。

（2）案例研究法：本文以 T公司作为研究案例企业，对其业审融合人模式

下增值型内部审计的开展状况进行探讨并对其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给出提升其

增值型内部审计的对策建议，为同行业的其他企业提供一些参考。

1.4 论文创新与不足

本文以 T公司为例，对其初步实施的业审融合模式下的增值型内部审计进行

研究，在分析其实施效果的同时也对其存在的问题及成因进行分析，并据此提出

相关建议，以促进组织目标的实现，

首先，与大多数增值型内部审计实现路径的研究不同，本文并非从审计人员

的业务能力要求、内审部门的独立性以及审计方法的选择创新等方面独立说明如

何实现内部审计的增值功能。而是以具体某一公司为例，创新性的引入“业审融

合”这一实现内部审计增值的新路径并说明企业如何基于业审融合这一模式将管

理层、审计队伍、各职能部门等串联起来，实现业务与审计的融合，以此达到价

值增值的目的。这是本文的创新点之一。

其次，业审融合理念是近几年才出现的概念，对此的相关研究比较少且大多

数集中在电网企业，通信行业的案例研究少之又少。另外，为数不多的研究中所

涉及的业审融合也只是审计向业务的单相融合，而本文强调的是通过审计与业务

活动协同运作，实现二者的双向融合。这是本文的另一个创新点。

最后，鉴于本人能力有限，文章难免存在不足。本文不足之处在于以下几个

方面，其一，研究方法方面仅采用了案例研究法和文献分析法，没有进行实证研

究；另外，在案例选取方面也只对单个企业进行研究，未选取众多案例企业进行

对比，因此，样本量的不足以及实证研究的缺乏使得论文结论的说服力方面存在

一定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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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2.1 增值型内部审计的内涵及特征

2.1.1 增值型内部审计的内涵

国际内部审计师协会（IIA）通对内部审计定义不断进行修改，最终确定其

职能在于改善组织的运营和为组织增加价值。我国内审协会也在 2013 对内部审

计的定义进行修改，赋予其“价值增值”的目的。之后的第五年,审计署对这一

职能做了进一步强调，随即开启了内部审计工作的新征程。

从内部审计职能的演变可以看出，内部审计由“查错纠弊”阶段已经过渡到

“价值增值”阶段，即所谓的增值型内部审计阶段。增值型内部审计是以提升组

织的价值为目的，主要利用内部审计部门的独立性，通过各种方式的转变如审计

方法的创新、审计队伍的革新、大数据手段的利用等提高审计效率，实现价值增

值。

2.1.2 增值型内部审计的特征

传统的内部审计中，组织的业务部门往往扮演者被监督的角色，被动的介入

内审部门所开展的活动中，内部审计部门也只是单纯的核查业务活动的规范性并

作出评价。与传统的内部审计相比，增值型内部审计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不

同：

（1）审计目标。从审计目标来看，传统内部审计主要对企业会计资料的真

实有效性以及企业资产的安全性提供合理保障，同时为报表使用者的决策提供有

效信息，并不参与企业的公司治理及风险预警等。相比之下，增值型内部审计与

传统的内部审计不同，其目标不仅仅是检查和评价组织业务活动的真实性，而是

被赋予了实现企业价值增值的职能，以组织的价值增值为核心，通过技术手段的

应用促进组织目标的实现。

（2）审计职能。从内部审计的职能演变可以看出，传统内部审计具有“监

督评价”的职能，即仅负责对组织业务活动的合规性、会计信息的真实性进行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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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和评价，其所开展的许多活动不但不能为组织带来价值，反而需要消耗大量的

资源和成本。因此，传统的内部审计通常被视为企业资源的消耗者。

（3）审计范围。传统内部审计的审计范围仅仅局限于对对会计资料的真实

有效性进行核查，并不参与企业的公司治理及风险预警等。增值型内部审计在传

统审计基础上扩大了审计范围。除了负责对组织会计信息的真实有效性做出评价，

还具有咨询的职能，负责参与风险预警、公司治理，在保证企业财产安全的同时，

降低企业风险，提高公司的治理水平。总之，相对于传统的内部审计来讲，增值

型内部审计的审计范围有所扩大，职能有所拓展，有助于组织的价值增值。

（4）审计服务对象。由于传统的内部审计主要负责企业会计信息等的自查，

将财务信息的核查结果反馈给管理层，因此其服务对象主要为企业的管理层。相

比之下，增值型内部审计的审计范围更加广泛，因此其服务对象也就更具多样性。

除了企业的管理层，还包含企业战略层、各职能部门、员工等。

2.2 业审融合的内涵及特征

2.2.1 业审融合的内涵

近年来，“业审融合”这一理念的提出引起了业界的广泛关注，为内部审计

向增值方向的转型提供了新的思路，被国内众多学者证实为内部审计实现增值的

有效路径之一。该理念的提出起源于价值链理论，后来供给侧改革与审计全覆盖

的提出进一步强化了该理念的形成。

“业”指的是价值链中的各项业务活动，“审”指的是内部审计，总的来说，

业审融合指的是以企业价值增值为目的，通过对大数据手段的应用，将审计关键

点嵌入到业务流程的每一个环节当中，实现审计时点的前移以及审计的全过程监

督，充分发挥内部审计在风险预警方面的作用。另外，业审融合除了实现对业务

流程的实时监控，还需要业务部门主动参与其中，对于审计问题及时整改。只有

这样，才能实现审计与业务的融合，才能通过审计与业务活动的协同运作，起到

风险防范与提高组织运营能力的作用，实现内部审计增值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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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业审融合的特征

业审融合更注重审计与业务的融合，因此，与传统的增值型内部审计相比，

具有以下特征：

（1）以信息平台为手段。业审融合模式开展依托信息系统对业务活动所涉

及的数据进行收集，以此建立与业务部门之间的联系，并将审计关键点嵌入到业

务活动环节当中。在实现业务与审计的双向融合的同时，使内审部门能够实时、

准确地掌握组织业务的变化情况，以及关键业务事项的实施情况，从而实现审计

事前的监督，起到风险防范的作用。

（2）以双向融合为重点。传统的内部审计中，组织的业务部门往往扮演被

监督的角色，被动的介入内审部门所开展的活动中，内部审计部门也只是单纯的

核查业务活动的规范性等。而业审融合理念下，审计部门以价值链为核心，立足

于企业各业务活动的风险防范与组织目标的实现，，被审计部门也应积极地融入

审计部门的工作中，在自省自查的同时主动向审计部门寻求建议。在双向融合的

理念下为组织的价值增值做出有力的贡献。

图 2.1 业审融合持续监控模型

（3）以价值增值为目的。业审融合理念下审计的监督具有整体性，不再局

限于单个模块，而是以价值链为核心，以价值增值为目的，将组织活动的各个模

块串联起来，上至管理层，下至某一制度的建立，实现关键审计领域的全覆盖。

通过对各业务流程的全过程动态监控，揭示现行业务活动的薄弱环节，并提出相

业务部门：

提供业务数据，联通审计库

借调精通全业务的专家培训

根据审计意见进行业务整改

审计部门：

监测业务数据的异常波动

根据异常情况发现审计风险

持续更新风险点并搭建反馈通道

防范风险
业审融合事前 事中

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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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改进建议，以达到内部审计增值的目的，进而促进组织目标的实现。

2.3 理论基础

2.3.1 受托责任理论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企业与人才不断涌现。为了使得资源得到有效配置,

使人才得到合理利用,众多企业实现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分离,进而导致严重的信

息不对称，这种情况下，对于经济关系的维系就产生了一定的威胁。为了维系这

种经济关系，有效地解决信息不对称及由此可能发生的一系列风险，审计就显得

尤为重要。

传统理论认为，审计是为了保障受托责任中委托方的利益而存在的；而现代

理论则强调，在保障委托方利益的同时，帮助受托者更好地履行经济责任。因此，

内部审计不能仅限于对所在单位的经济活动进行监督评价，而应该顺应时代发展，

拓展业务范围。增值型内部审计在对会计信息进行审核评价的同时，还通过业务

范围的拓展，以咨询等方式，站在内部审计的角度为受托者的经营管理提供相关

建议。也就是说，增值型内部审计除了不仅通过监督评价的方式，对受托者的经

济履行情况进行考核，还帮助其更好地履行经济责任，以促进企业战略目标的实

现，实现可持续发展。

总之，受托经济责任中，无论是受托者还是委托者都存在审计需求，而审计

的存在与不断发展正是为了更好地满足这种需求，

2.3.2 价值链理论

价值链理论最早由迈克尔·波特教授提出，他表示，企业的一系列业务活动

都可以用价值链来表示。另外，他将企业活动分为基本活动和支持性活动，前者

是不需要进行转换等能够直接为企业创造价值的活动；后者则是为基础活动提供

人力、物资，研发、采购等基础服务，进而为企业创造价值。总之，价值链贯穿

企业生产经营的整个过程，因此，企业之间的竞争并不仅限于某一环节，而是整

个价值链的比拼。但现实生活中，并不是所有的业务活动对企业来说都是有价值

的，因此，只有对价值链的每个环节严加管控，摒弃无用的环节与部门，才能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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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发挥最大的价值。

价值链理论的诞生使传统内部审计的地位受到了威胁。因为传统意义上的内

部审计部门非但不能为企业的经营活动创造价值，反而被视为企业的资源消耗中

心，大多数的企业并未设立该部门或者干脆将其外包出去。在这样的压力下，为

了不成为企业价值链上被摒弃的一环，内部审计的职能不断进行演变，从检查监

督到评价咨询再到价值增值，通过不断拓展自身职能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公司治理

当中，除了对财务活动进行监督检查，还参与企业内部控制的完善、风险管理的

预警等，为企业带来价值增值，使公司更好地实现自身的发展目标。本文所探讨

的业审融合模式下增值型内部审计的开展，就是基于内部审计价值增值这一职能

所展开的。

图 2.2 价值链体系图

企业基础设施

人力资源

技术开发

采购

支

持

性

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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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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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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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 公司基本情况及其业审融合模式下增值型内部审计现状

3.1 T 公司基本情况概述

3.1.1 T 公司经营情况

T 移动通信有限公司于 2000 年 4 月成立，在全国范围内提供通讯服务，包

括移动数据、语音短信、有线宽带以及 5G 服务等。截止到 2020 年，T移动通讯

有限公司已在全国建成基站 514 万个，拥有移动客户 9.45 亿户，其中 5G 用户数

量超过 1.65 亿人。是覆盖范围广泛、通信质量高、服务一流的世界级电信运营

商。

近年来，，T公司在保持稳健有序的发展的同时积极拓展 5G 业务 2020 年底，

除了 2018 年在“提速降费”政策的号召下推出低价套餐而稍受影响外，该公司

营业收入与净利润总体呈逐步上升趋势。其中，在 2020 年收入达到 7,681 亿元，

比 2019 年增长 3.0%。

图 3.1 T 公司 2016—2020 年营业收入与净利润变化趋势图

除此之外，公司现金流状况保持较好。2020 年，T公司经营业务现金流入达

到 3,077.61 亿元，比去年增长 24.3%，主要来自于通信服务以及新兴的 5G 业务；

投资业务现金流出净额达到 1,881.06 亿元，重点投资方向有新兴数字经济、人

工智能以及移动金融等；融资业务现金流出净额达到 822.52 亿元，自由现金流

为 1,271.27 亿元，比上年增长 55.6%（见表 3.1）。稳健的资金管理和健康的现

金流为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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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T 公司 2019-2020 现金流量状况变化表（单位：亿元）

项目 2019 年 2020 年 变化率

经营业务现金流入净额 247,591 307,761 24.3%

投资业务现金流出净额 64,206 188,106 193.0%

融资业务现金流出净额 64,901 82,252 26.7%

自由现金流 81713 127127 55.6%

资料来源：T 公司 2020 年年报

3.1.2 T 公司内部审计情况

企业稳健的发展离不开内部审计的有效运行，T公司及其子公司内部均设有

内审部门。该部门以增加公司价值、改善组织运营为目标，通过规范、系统的审

计程序和方法，对公司的业务活动、内部控制以及风险管理的有效性进行监督和

评价。除此之外，内审部门在管理层的要求或者相关业务部门的需要下，可以利

用自身的资源和信息为其提供咨询服务，促使公司战略目标的实现。

内审部门在开展审计工作之前会先制定年度审计计划，具体内容见图 3.2。

审计计划的制定基于对公司进行的风险调查结果，根据调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确

定审计重点。内审主管定期（每年四次）向审计委员会进行汇报，并由审计委员

会向董事会做出报告，保证了内部审计的独立性。内审部门也会定期向管理层报

告审计工作，管理层在充分保证内部审计的资源和权限的同时，还要督促审计问

题的整改情况。内审人员在开展工作时，可不受限制地查阅各职能部门的相关业

务、资产纪录，为内部审计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保障。

2018 年，公司利用自身的技术优势积极创新审计模式，在业审融合理念下

对审计工作进行整改，所有审计整改工作全部在大数据的基础上，将业务活动内

容与审计工作相结合，大大提高了审计效率。2020 年，为了克服疫情对工作带

来的影响，公司创新审计模式和组织方式，实施“远端+现场”的审计新模式，

实现审计广覆盖。2021 年，内部审计部门持续完善相关机制，积极发挥自身“卫

士、医士、谋士”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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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T 公司年度审计计划目标

以信息系统审计为例，将其审计目标与控制目标进一步展开描述：

图 3.3 信息技术整体控制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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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T 公司价值链分析

T 公司作为移动通信企业，其业务范围涵盖广泛，根据波特的价值链模型构

建了该公司的价值链体系图（如图 3.4 所示），使其业务活动更加直观的得到体

现。由图 3.4 可以看出，该公司的基本活动包括基站选取、设备管理、数据检测、

营业厅服务等业务，为 T公司不断进行价值创造，保障公司支持性工作的开展；

支持性活动主要包括财务管理、人才管理、外包代维等工作，内部审计也包含其

中，为 T公司的持续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

图 3.4 T 公司价值链体系图

将 T公司价值链主要部分展开，以进行具体讨论：

（1）采购环节

T公司采购部门的主要职责包括满足公司的采购需求、进行采购实施、营业

厅租赁等工作。目前，T公司采购环节的业务数据归业务部门独有，系统对其控

制率为 0%，未实现数据资源的共享。在选择确定供应方时，价格可能存在不透

明的情况，以至于采购环节的成本可能会比较高，或者存在对于供应商的选择缺

乏综合考量的情况。因此，业审融合模式很大程度上可以使采购环节的成本得以

降低。

（2）技术开发环节

对于 T公司这样一个涵盖多项业务范围，拥有数亿用户的网络运营商来说，

技术开发至关重要，需要不断对技术开发进行投入以满足公司发展的需要。近年

来，该公司相继拓展 5G 业务，发展存储引擎技术、超高清音视频通信技术等，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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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支出的要求越来越高。因此，为了从源头降低成本，需要提高相关技术人员

的能力水平，避免效率低下而造成资源的浪费。业审融合模式下增值型内部审计

的开展可以通过开发大数据审计产品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对审计人员数量的要

求，还能提高审计效率，为了使开发的审计智能产品更好地满足审计工作的需要，

也就对技术开发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人力资源环节

人力资源是公司引进人才、培养人才的部门，对公司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业审融合模式下增值型内部审计的开展对审计人员的要求比较高，因此，

除了在招聘时需要注意其专业知识、计算机应用水平等问题，在后期的培训时也

要建立科学有效的评价体系。根据业审融合模式下增值型内部审计开展的目标确

定审计人员的录用标准、培训计划等可以使 T公司人力资源部门在招聘、培训等

过程中目标更加明确，从而节约其时间成本，提高录用人员的合格率以及培训过

程中的能力提升。

（4）销售及售后环节

T公司最为国内最大的通信运营商，在全国各个范围内设立营业点以满足其

业务发展需要，巨大的网店给内部审计工作的开展带来了困难。例如，在 SIM 卡

等的销售等业务办理过程中存在员工违规操作等行为，对其在行为监督方面存在

缺陷；另外，对于用户的维护及售后工作开展过程中也可能存在一些异常操作行

为。而业审融合模式下增值型内部审计的开展可以对 T公司生产经营过程中的众

多异常操作行为进行监控，以降低损失。

（5）生产经营环节

通过 T公司价值链可以看出，该公司生产经营环节主要包括数据监测与维护、

基站选址、网络优化等工作。业务与审计的融合通过信息的共享、审计模型的搭

建等，能更好的实现数据的动态监测，以帮助公司更好地实现其生产经营。

综上所述，T公司在进行审计整改之前其价值链是存在薄弱环节的，而业审

融合模式下增值型内部审计的开展可以很大程度上对这些薄弱环节进行改善。通

过业审融合，使得 T公司内部审计的增值在整个价值链层得以体现。具体 T公司

如何基于业审融合模式开展增值型内部审计工作将在下一节展开详细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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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T 公司业审融合模式下增值型内部审计开展状况

2018 年，T公司在党和中央领导人“创新审计方法，拓宽审计思路”等理念

的号召下，对其内部审计工作的开展进行全面整改，初步向业审融合模式下的增

值型内部审计进行转变。采用建立审计数据库的方式将各业务无数据信息进行采

集，实现业务数据的共享，为业审融合模式下的增值型内部审计提供强大的基础。

之后将采集到的海量业务数据信息通过转换程序转换为结构化数据结构，在此基

础上建立审计模型进行审计风险的预警和控制，最后强化审计整改措施，初步形

成了形成了事前、事中、事后的全过程监督。

3.2.1 建立审计数据库，实现部分数据共享

T 公司利用自身的技术优势，建立了独立的审计数据库用于数据的积累。该

数据库涵盖各分公司的部分业务数据及应用系统，初步实现了审计与业务之间的

数据共享。除了此之外，该审计库所使用的技术还具备可扩充性，之后可以根据

审计需要扩大技术的覆盖范围。审计库所实现的功能就是对公司各项业务数据进

行提取，然后通过数据转换程序将其转化加工成数据化结构的信息并上传至审计

数据库中，实现审计业务数据的共享。然后将审计的关键点嵌入到业务流程环节

中，实现审计的全过程的监督。总之，审计数据库的搭建为 T公司业审融合模式

下增值型内部审计的开展提供了前提条件。

数据中心定期从公司业务系统中提取与审计相关的数据，数据来源有三个方

面：第一是 BSS 域（业务支撑系统），主要涉及用户办理业务、话费缴纳、通话

及短信记录等业务的数据存储；第二是 MSS 域（管理支撑系统），主要涉及公司

的采购管理、项目管理、合同管理等系统的信息收集；第三是各省分下的数据收

集，包括综合结算、缴费等业务信息。总之，该数据库集成了公司的各项内部数

据（采购、合同、财务报账等）以及外部数据（市场调查结果等）（见图 3.5）。

另外，在系统安全性方面也有所保证，T公司通过建立系统安全机制，确保只有

授权或者申请通过的用户才能访问相应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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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T 公司审计数据库系统

T 公司作为大型央企，在全国各区县、直辖市及特别行政区都有其下属单位，

用户量巨大，业务范围也十分广泛，由此产生的合同数量数不胜数，给传统审计

的工作带来巨大的挑战。2018 年，在提出开展业审融合模式下的增值型内部审

计后，审计人员及相关技术人员通过大数据技术的应用初步生成合同智能审计产

品，实现合同系统、采购系统、对账系统与审计系统的相互关联以此提高审计效

率。目前 T公司共接入数据接口 100 多个、使用数据 150 多亿条，涵盖 20 多个

应用领域，为业审融合模式下增值型内部审计的开展提供了强大的支撑。以 MSS

管理系统中的合同管理为例，该数据库的应用在实现业审融合的前提下极大地提

高了审计效率，节省了人力物力。

接下来，以合同智能审计产品为例，介绍其如何在业审融合的前提下，对获

取到的业务数据进行数据转化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审计。合同智能审计产品通过深

度学习技术,可以有效识别出电子合同中的文本信息,包括主体、金额、违约条款、

付款方式等信息,在对关键信息进行提取之后将其转化为结构化数据存储到数据

中心当中,再由数据中心上传至审计数据库做信息的统一存储。接着基于大数据

审计技术将审计数据库中的合同信息与采购系统、报账平台、审计系统等相关信

总部 CRM系统

总部 ESS系统

集中渠道系统

总部 OCS系统

集中 PRM系统

集中结算系统

漫游结算系统

审计

数据库

人力资源管理领域

市场经营管理领域

投资及工程建设领域

综合管理领域

BSS域 MSS域

法律管理领域

采购管理领域

财务管理领域

DM

DWA

ODS

STAGE
网络运维管理领域

IT系统管理领域

CRM BILLING PRM 综合结算系统 缴费卡系统 客服系统

总

部

省

分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基于业审融合的 T公司增值型内部审计研究

23

息进行关联， 最后在审计模型中出具审计结果，然后通过审计整改系统，督促

各部门对审计问题进行整改，由此实现业务与审计的双向融合。

图 3.6 T 公司合同智能审计流程图

虽然该审计数据库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审计效率，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如涉及的业务活动不够广泛，不能够最大限度的发挥业审融合模式下增值型内部

审计的优势。另外，相关智能审计产品在进行信息提取时对原始电子图片的要求

比较高，如果存在图片不清晰或者书写模糊等问题会导致信息提取结果与实际存

在偏差；再加上合同的个性化特征比较明显而使得该产品不具备兼容性等问题，

这也是 T公司目前正在优化和改进的方面。

3.2.2 搭建审计模拟库，进行事前风险预警

T 公司数据库的信息收集，初步实现了财务系统、项目系统、管理系统等业

务端对端流程，并将审计系统接入这些业务环节，初步形成跟踪审计链条。同时，

基于建立的数据库，识别业务流程环节的风险与薄弱环节，并建立审计风险监控

程序，实现宏观层面的实时业务风险预警监控。对一些常见、重大的风险进行分

析进行后果的模拟演示，通过模拟再现的方式，及时发现审计风险点并发布预警

信息，最大限度的控制公司宏观层面可能面临的风险问题。在风险预警时，通过

对 T公司业务数据指标、经营收入指标、利润费用指标的数据状态进行环比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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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同比增长情况及年累计信息记录等。根据重要性设定预警指标进行风险展

示，并根据预警模型生成相应的风险预警报告，同时，建立反馈机制，实现对异

常波动等风险有效预警并及时整改的目的。

图 3.7 T 公司业审融合工作流程

另外，T公司完善“年初风险评估，季度风险监控，中期风险评价以及年度

回顾评价”的闭环管理流程，建立重大经营风险事件报告工作机制，并按季度形

成预警报告提交至管理层，在风险预警报告的基础上提出相关改进措施，在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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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管理层重视的情况下加强对风险管理的预警。保障各项风险防控措施的有效

执行，守住不发生重大风险的底线。目前，在 T公司该预警指标涵盖成本、收入、

利润、费用、出账、离网等大类下七十多个关键指标的数据分析预警，该预警情

况在系统进行实时反馈，相关人员皆可对此进行查询并在审前进行对比分析，对

波动较大的数据指标进行重点关注。

3.2.3 全过程业务跟踪，强化事中风险控制

T 公司基于审计数据库的海量业务数据，并结合审计人员多年的工作经验建

立在线审计监控模型，强化事中风险控制能力。具体来讲，首先搜集整理相关模

型需要的数据，然后对数据进行筛选、分类、转化以及分析等，对于那些业务流

程中发生风险可能性较大的以及发生频繁的问题建立监控模型，实现全程的监督，

以便及时发现有问题的数据并进行整改。并借助大数据技术下批量标准化建模提

高工作效率和质量。同时实行“线上+线下”联合审计模式，将现场审计与数据

审计相整合，拓宽审计的宽度和广度。将审计发现的疑点进行汇总分析，实现实

时监控，防范风险的发生。

审计监控模型的开发以简易操作为原则，具备特征选取、模型试验、结果检

验及反馈优化等机器学习算法，便于帮助审计人员的监控和分析。构建方式主要

来自于实际发生的审计案例，并遵循“对审计案例进行提炼-->发现数据特征-->

构建审计模型-->监控异常变化”的思路对审计模型进行构建，这是较为常见的

一种方式，由此构建的审计模型在实际审计工作的开展过程中更具有实用价值。

目前，T公司审计模型总数 130 多个，涵盖 9个主要业务流程，初步实现了

向业审融合模式下增值型内部审计的转型。以其中一个审计模型——员工异常操

作为例，简单介绍审计模型构建的流程。该审计建模过程包括特征选择、特征分

析、发现异常线索、结果验证以及反馈优化这五个步骤。首先，在进行特征选择

时，根据审计人员的工作经验，大致选定一些与员工异常操作相关的可能的异常

数据，如预付款比例，转账金额、时间、次数、对象、该对象是否按期交费等数

据特征。接着，利用定量分析方法，如主成分分析法等从审计人员大致选定的特

征数据中筛选出可能的组合并形成特征空间，并通过算法将特征空间中的业务数

据按照特征值聚成若干数据集，对于普遍发生的操作一般为正常操作，这样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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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集就比较密集，而那些异常操作的行为，在数据集上则表现为明显偏离或相对

游离。基于此作为审计结果进行反馈，审计人员在对此结果进行验证，并反馈给

该模型机器人，通过大量的训练及结果反馈调整，审计结果不断得到优化，审计

模型的精确度不断提高。具体建模流程见图 3.8。

图 3.8 审计模型智能建模流程图

3.2.4 持续对问题整改，加大事后审计监督

为了加强业审融合模式下对于审计成果的运用，T公司组织实行审计整改措

施，加大事后审计监督的力度。对此，该公司特地成立了审计报告集中会审机制，

审计部门联合各业务部门对审计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进行联合会审，专门部门带头

进行审计整改，同时建立起审计整改系统，以督促相关业务部门的整改进度。整

改过程中，所有部门一视同仁，执行同一系统中的审批流，该功能明确了整改部

门及内部审计项目负责人的具体职责。与此同时，内审人员能够通过系统流程，

精确掌握各整改部门的整改进度，便于其统筹安排整改跟进工作。

审计整改系统根据整改时限自动将各部门的整改项目进行分类，并在当月将

各部门需要改进的问题进行列示。整改部门需要按照审计发现的问题，提交整改

措施说明表及相关附件，提交之后，审计整改系统会自动将其上传至内部审计负

责人处，由项目负责人对该部门的审计整改情况进行审核。对于审核的结果有“整

改已完成”、“整改未完成”以及“逾期未整改”三个选项。对于整改已完成的项

目，内审负责人点击之后系统将进行记录，该部门的整改情况结束。

对于整改未完成的部门，系统接收指令后会将该整改说明进行驳回，直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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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改完成。对于逾期一到两个月的问题，系统会在首页进行标红处理，并发送短

信提示其进行整改；对于超过两个月还未进行整改的部门，系统除了向审计负责

人及部门负责人发送短信外，还会向再上一级的经理发送提示短信，由此可能会

对项目负责人进行问责。这一预期提醒的功能，在保证项目管理的准确性的同时，

提高了审计整改的监督力度，迫于上级领导的压力，将很大程度上提高审计整改

的效率，减少业务风险暴露的时间。

图 3.9 T 公司审计整改跟进示流程意图

3.3 T 公司业审融合模式下增值型内部审计实施效果

2018 年以前，T 公司采用传统的审计模式开展审计工作，业务活动中涉及

的各种合同、文件等均通过纸质内容等方式开展，效率低下。另外，业务数据归

业务部门独有，系统对其无控制权利与能力，未实现数据资源的共享。审计工作

开展时，业务部门也只是作为被审计对象被动的加入，同样，审计部门也只是对

各项业务活动进行检查和评价，增值型内部审计所具有的咨询功能并未在 T公司

内部审计中体现，导致审计事后整改并不理想，各部门反馈时间很长甚至普遍存

在逾期不反馈情况，业务风险暴露的时间随之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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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T公司初步向业审融合模式下的增值型内部审计进行转变。截至到目前，

T 公司，实现了 9 个一级领域及 32 个二级领域的审计整改，实现了该领域业务

信息的数据化并将其与审计系统的初步对接，并通过审计整改系统实现过程的监

督。最终改进了相关业务流程、完善相关制度，并实现 IT 系统改造三十多个（见

图 3.10），在提高审计效率的同时降低了公司可能发生的一系列风险。

图 3.10 T 公司审计整改范围

3.3.1 审计效率得到明显提升

T公司基于审计库的海量业务数据，在业审融合模式下开发出多种审计产品，

如合同智能审计产品、凭证智能审计产品以及审计机器人等，实现业务数据与审

计系统的对接，极大的提高了审计效率与审计质量。其中，凭证智能审计产品已

经过多次验证，并在集团所属单位财务审计、经济责任审计及远程数据审计中得

到初步使用。根据实际试验情况统计，该智能审计产品对于凭证中关键信息的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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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正确率达到 83%，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审计效率。

在 T公司开展业审融合模式下的增值型内部审计之前，业务数据未实现与审

计的共享，由于其业务量巨大，每年产生上百万份的会计凭证，但只能人工对此

进行审计，效率极其低下而且审计质量不高。据实际测算，人工审计一份凭证所

花费的时间大概是 3分钟，而通过审计数据库对该信息进行提取，并通过凭证审

计产品对每份凭证进行审计大概只需要 0.38 秒，是人工审计速度的 474 倍。假

设 T公司每年产生会计凭证 600 万份，人工审计需要花费 103 名审计人员工作一

年（以每天 8小时工作量计算）才能完成，审计效率还不能得到保证，而凭证智

能审计产品只需要一台机器工作 56 天左右。

同样，合同智能审计产品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审计效率，目前 T公司开发

的该项目审计产品已在各所属单位得到使用。通过实际测算和检验，该智能审计

产品对于凭证中关键信息的提取正确率超过 90%，对于关键信息的提取更是达到

百分之 95%，准确率超过了凭证智能审计产品。该审计产品对于单个合同的审计

速度为 0.04 秒，是人工审计速度的 1800000 倍（假设人工审计每份合同花费 20

分钟）。也就是说，机器审计一天（按 8小时计算）的工作量需要 82 名审计人员

连续工作一年（按 8小时计算）才能完成，审计效率的提升显而易见。

另外，业审融合模式下增值型内部审计的开展，有效扩大了审计监督范围，

实现了全数据量审计。例如，T公司部分采购项目涉及合作的相关企业，对于该

笔业务的审核，通过审计机器人可以节省大量时间。其中，审计底稿归档的速度

提升了 5倍，进一步提高了审计效率。

3.3.2 风险水平得到有效降低

T公司通过业审融合模式下增值型内部审计的开展,对企业35个领域的审计

工作进行整改跟进，其中涉及财务,采购,人力,法律等领域,降低了这些领域的风

险等级,,体现了增值型内部审计在风险管理方面的作用。 在过去的 2020 年里，

T公司基于外部发展形势及内部战略规划，从国家层面、行业层面以及数字化市

场层面等进行调查分析，并利用业审融合模式对风险进行评估，最终评估多个重

大风险项，并在分析研判的基础上制定了相应的应对措施，最终 T公司各项风险

的实际影响程度均低于预判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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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基于业审融合的增值型内部审计初步实现了现场审计与数据审计

的结合，通过大数据审计技术将审计问题在“云端”进行收集、汇总、处理以及

分析等，形成对企业众多业务流程的持续、全面监控，实现对审计风险的整体、

全面评估，在降低企业风险的同时为管理层开展工作决策部署提供有效支撑。

3.3.3 各部门的责任更加明确

自 T公司实行审计整改以来，整改过程全部通过数据系统进行，使各部门明

确了自身职责。与此同时，内审人员能够通过系统流程，精确掌握各整改部门的

整改进度，便于其统筹安排整改跟进工作。T公司在审计整改之前，整改进度缓

慢的项目中，有将近 10%是部门整改责任不明确以及相关人员未及时跟进所导致

的。整改之后，各项目的相关整改责任对应到责任部门，并派审计人员进行追踪

与监督。对于逾期未整改的问题，系统会进行提醒，内审人员也会进一步发送短

信进行整改提示。这一预期提醒的功能，在保证项目管理的准确性的同时，提高

了审计整改的监督力度，迫于上级领导的压力，将大大提高审计整改的效率，减

少业务风险暴露的时间。

3.3.4 制度与流程进一步完善

审计整改过程中，四十多项 IT 系统改造顺利完成，使得 T公司超过 70%的

制度与流程得到完善，包括预算、合同、施工等制度的优化以及产品、营销等流

程的优化，总之，覆盖的业务领域在以往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了 40%。初步实现了

业务与审计的融合，很好的发挥了大数据的监督、分析等功能，包括审计整改系

统的跟进、业务的全过程监督、异常操作的监控等。其中，审计整改系统从主管

部门层面入手，对整改过程中各部门存在的问题具有普遍性的问题等展开研讨确

定整改问题，再将问题下发至相关负责人进行具体实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3.4 T 公司业审融合模式下增值型内部审计开展状况总结

虽然 T公司目前的业务与审计的相互融合还不够深入，但已经在提高审计效

率、明确审计责任等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效果。通过业务与审计的相互融合，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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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审计时间点的前移，同时提高审计效率，实现众多业务的全面监控，降低审

计风险，另外审计的整改系统可以督促各部门对相应问题进行整改，各部门的责

任也更加明确。总之，从本公司的审计实践应用来看，基于业审融合的增值型内

部审计符合当今时代的审计发展方向，扩大了审计范围、内容、以及对象，实现

了审计手段的革新，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内部审计的价值增值职能。

图 3.11 T 公司价值链层面增值图

但是，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业审融合模式下增值型内部审计的开展对

于大数据的要求特别高，首先，企业需要具备建立海量数据库的能力，其次，需

要投入大量的费用用于审计产品的研发，另外，对于审计人员的综合素质也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诸如此类的因素都制约着增值型内部审计的发展。因此，业甚融

合模式下增值型内部审计的发展难免存在一些问题，具体在下一章展开分析。

价

值

增

值

数据共享

效率提高

动态监控

风险降低

成本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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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T 公司业审融合模式下增值型内部审计存在的问题及成因

分析

4.1 T 公司业审融合模式下增值型内部审计存在的问题

虽然 T公司初步实施的增值型内部审计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如事前的风险预

警，事中的风险控制，事后的审计整改以及贯穿公司部分业务流程的审计监督等。

不仅极大地提升了审计效率，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业务与审计的相互融合，还促

进了审计整改的进度，减少了公司业务风险的暴露时间等。但由于其目前还处在

发展前期，还有很多方面存在不足。例如，审计与业务融合程度不够高，审计人

员对于软件的使用并不熟练，审计模型比较单一，研发存在一定的困难，审计成

果运用程度不高等等。接下来将其存在的问题展开详细介绍，以据此为完善 T公

司增值型内部审计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4.1.1 智能产品研发存在困难

业审融合模式下增值型内部审计的开展需要借助大数据手段，大数据审计是

其顺利开展的前提和保障，因此充分、完善的大数据审计产品对 T公司来说十分

重要。虽然截至到目前，该公司以开发了一定数目的大数据审计产品，如合同智

能审计产品、凭证智能审计产品等，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审计效率，但由于研发

存在一定的困难导致其在应用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例如，在合同智能审计产品的研发过程中，由于合同的个性化程度较高，不

同所属单位由于其合同管理水平不一致，再加上他们并不按照合同标准模板进行

编制，最终导致其拟定的合同在格式、内容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这就给合同智

能审计产品的制定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在实际的产品研发中，对于提前对不同类

别的合同版本进行标注，以便机器能够准确识别出审计所需要的相关信息。这一

举动就给研发人员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公司每年产生海量的业务合同，对其中差

异进行标记将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另外，机器将合同的关键信息进行提取之后，

需要通过深度学习算法进行训练，而通用的集成模型对于那些个性化程度很高的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基于业审融合的 T公司增值型内部审计研究

33

合同来说并不适用，需要单独建模，以此来解决机器无法准确识别其关键信息的

问题。

对于凭证智能审计产品来说，它的研发也存在一定的困难。因为凭证图像的

清晰程度以及张贴的规范程度使得会计凭证最终呈现的结果存在巨大差异，这也

就给智能算法的普遍适用性带来很大的挑战。例如，一些凭证图像在采集过程中

由于采集设备的差异、采集人员的负责程度等不同导致凭证的差异性比较大，其

中一些像素较低、关键信息不清楚。加之凭证张贴过程中容易产生褶皱、遮挡、

相关人员签字等情况，都将对机器识别的准确度产生影响。

4.1.2 业务与审计融合不充分

要想实现业务与审计的充分融合，需要尽可能全面的将公司审计系统与业务

系统相衔接，以便更好地实现数据共享、风险预警与全过程监督等目的。通过对

T公司的分析可知，其已实现业务与审计的初步融合，如合同系统、采购系统、

对账系统等已于审计系统实现连接。数字化审计目前涵盖公司 9个应用领域，实

现了相关部门的数据共享，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审计效率、改善了审计质量，也通

过在线的监控实现了风险的降低等。但相对公司现有的业务系统来讲，数字化审

计系统未涵盖 T公司所有的业务模块，仅实现了业务系统覆盖率的 74%左右，业

务系统中超过 26%的领域没有实现与数字化审计的对接，业务与审计还未实现充

分的融合，大数据审计的优势没有充分得到发挥。

图 4.1 T 公司数字化审计覆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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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审计人员结构分布不均

基于业审融合的增值型内部审计在信息化系统的建设过程中，需要内部审计

人员参与其中，这也就在技术支持及能力掌握方面对审计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他们不仅要具备专业的财务审计知识，还要参与数据建模、业务系统开发、以及

后续软件的操作等中，能够利用自身知识做到自动跟踪、收集、整理、分析相关

数据信息，获取审计线索。还能通过审计模型，对数据进行梳理、分析、验证，

并将关键信息归类纳入审计数据库，实现业审融合的审计智能化。这也就给审计

人员的工作带来了更大的挑战。

但相比之下，目前 T公司审计团队的人员大多数还没有具备这种能力，不能

很好地胜任业审融合模式下增值型内部审计的工作。根据上文问题分析中的资料

可以看出，T公司在业审融合过程中对审计专业人员的要求比较高，无论是审计

智能产品研发存在困难还是审计模型缺乏多样性，很大程度上都源于审计人员的

胜任能力不足。总体来看，该公司审计队伍缺乏多样性，导致业审融合模式下的

增值型内部审计难以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具体来讲，目前 T公司审计团队包含员工 31 人，其中 13 人为经管专业，不

具备其他专业背景，这类员工占到了 T公司审计团队的 62%。也就是说该审计团

队的成员绝大多数只具备单一的财会审计知识；另外 2人具有纯工科专业背景；

只有 3人具备复合专业背景，包括审计与计算机专业，这类员工只占到 14.3%，

比例相对较低。总体来说，T公司内部审计团队缺少具有不同学科背景的复合型

人才。

表 4.1 T 公司内审人员专业结构

专业 人数 占比

管理学 13 41.9%

经济学 8 25.8%

理工科 6 19.4%

法学 1 3.2%

复合专业 3 9.7%%

对于 T公司这样一个综合型企业来讲，业务范围不仅涵盖 5G、移动通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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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包括项目投资规划、工程建设、施工管理等，因此很多审计项目都围绕这些主

题开展，这也要求审计人员对工程类的项目具有一定的了解，但实际的人员组成

中，T公司审计人员具备相关背景知识的人并不多。加之公司向其提供的专业培

训并不多，导致在实际项目开展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困难，甚至有审计人员专业能

力无法很好胜任的情况。

图 4.2 T 公司内部审计人员计算机操作水平分布

仅具备财会专业背景的员工，因其大部分没有接受相关软件的学习经历，因

此计算机操作能力比较弱。相比之下，具备复合专业背景或者是工科背景的人员

来说，他们的计算机操作能力就比较强，开展新项目时，这类员工对于新系统或

软件的接受能力比较强。但是，这类员工只占 T公司审计团队成员的 10%不到。

能够熟练使用各种应用软件对所需财务信息进行梳理、分析的人只占到 13%，绝

大多数的审计人员只具备个别软件的操作能力，只能对相关数据进行简单处理。

这也就给 T公司增值型内部审计的开展带来了挑战。

4.1.4 部门之间缺乏协同作用

由前文分析可知，T公司成立了审计报告集中会审机制，同时建立起审计整

改系统以加强各部门对于审计成果的应用。审计整改措施下发至每一个部门，并

将相应责任分配给对应的内审人员时，在规定的时间内迫于上级的压力，整改的

效果总体来讲是可观的。有的部门基于审计报告编制对应的流程指导报告在今后

的工作中加以使用，有的在部门内发起自查以避免类似的错误再次发生。但是，

绝大多数部门只是被动进行整改，各部门之间缺乏协同作用。

由于 T公司审计整改具有强制性，大多数的部门只是迫于压力被动参与到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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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整改工作中，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业务与审计的融合模式对公司发展能够带来价

值增值的目的，对审计成果能否有效加以运用往往取决于自己的愿意程度，使得

增值型内部审计没有充分发挥它的咨询功能。以至于审计整改中针对的问题难以

达到举一反三的目的，在整改后未实现由“点”到“面”的改善，这也就使得基

于业审融合的增值型内部审计的价值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

4.2 T 公司业审融合模式下增值型内部审计存在问题的成因分析

通过之前的分析可以看出，T公司在业审融合模式下增值型内部审计的开展

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果，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这一节将影响 T公司增值型内部

审计开展的原因进一步展开分析，具体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4.2.1 用于审计产品的研发投入少

通过前文的分析可知，T公司在审计智能产品研发方面存在一定的困难，其

中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专业人员的综合能力不够；第二，对于审计

智能产品的研发投入不够。第一点将在后文展开详细论述，本节重点分析第二点

原因。

业审融合需要借助审计智能产品对相关业务信息进行识别提取，并加入审计

数据库，在实现信息共享的同时提升审计效率。由于审计模型在不同场景下需要

满足不同的需求，比如在审计智能产品中，不同的审计模型还未实现兼容，因此，

需要根据需求的不同分别建立相对应的模型。而模型的构建需要经过反复的训练、

调整、检验、优化等，这就需要在审计智能产品的研发过程中不断地投入大量的

资源。

表 4.2 T 公司研发费用支出情况 单位：百万元

项目 2021 年 1-6 月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研发费用 5795 11099 6670 3865

审计智能产品投入 2.63 4.07 1.72 1.26

审计智能产品的研发投

入占研发费用百分比
0.05% 0.04% 0.03%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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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4-1 可知，T 公司研发投入逐年上升的趋势，2018 年度研发费用达到

38.65 亿元，在 5G 技术等的创新发展下，T 公司随后不断加大研发投入，2020

年实现 110.99 亿元，在三年的时间内实现 187.2%的增长率。

但是，绝大多数的研发费用都用于 T公司核心技术的建设，例如 5G TDD关

键技术、存储引擎技术、超高清音视频通信技术等。相比之下，在大数据审计建

设过程中的投入显得微不足道，在过去的四年里，在审计智能产品方面的投入仅

占到研发比重不超过 0.05%。而且，由表格可以看出，T公司近年来的研发费用

支出是不断升高的，但是用于审计产品支出的增长速度远远低于研发支出的增长

速度。而且，审计智能产品的研发处于初期阶段，大量信息的采集基于人工，审

计模型等的构建也需要对其进行不断的投入，要想加快研发速度便需要耗费大量

的资源。如果相关研发投入不足，只能使得审计部门有选择性地对审计效率提升

最明显或者技术可行性较高的少量领域进行投入研发，这也就给业审融合模式下

增值型内部审计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限制。

4.2.2 审计分析模型相对比较单一

审计分析模型在风险预警中起到关键作用，是业审融合模式下增值型内部审

计能够顺利开展的重要前提。因此，审计分析模型的单一是导致业审融合不够深

入的重要原因。当前由于研发投入的有限及专业人员的匮乏等原因导致 T公司审

计分析模型还不够全面，这也就给 T公司业审融合模式下增值型内部审计的继续

开展带来了挑战。

审计分析模型的建立需要经过反复的试验，比如在建立事前的风险预警时，

需要准确对风险事件进行判断，做到准确识别。这就要求注重模型的查全率与查

准率的平衡，这两个数值都不能设置的过高。如果前者过高，虽然样本的全面性

得到提高，但是会导致准确率下降；同样，如果过分执着于准确性，可能会遗漏

较多的违规案例。因此，需要加强模型的训练，对其结果进行反复核查，通过不

断的修改调整，在提高其覆盖范围的同时提升结果的准确性，这也就对审计智能

产品的研发提出了更多的要求。

另外，审计模型的建立依赖于 RPA（机器人流程自动化技术），针对不同的

场景需实施不同的脚本开发。当场景或者原系统的访问方式等发生改变时，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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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出现原有脚本并不适用的情况，需要重新编写脚本。审计模型建立的困难性对

于相关业务人员的专业知识要求也就比较高，但目前 T公司的审计团队结构难以

维持其增值型内部审计的进一步发展。目前 T公司审计模型总数 130 个，涵盖 9

项业务领域。虽然对一般公司来说这样的数量已经足够庞大，但对于 T公司这样

拥有 9亿多用户，涵盖十几项业务领域的企业来说还不够全面。要想进一步实现

业务与审计的融合还需要进一步开发相应的审计模型，形成全面的审计模型库，

并通过具体案例的实施不断强化模型的实用性。

4.2.3 缺乏对内审人员的综合培训

人力资源作为企业价值链中的支持性活动，为企业的人才储备及人才管理作

出了巨大的贡献，对一个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在对员工培训重视程度方面，国

外公司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例如，在美国，公司用于员工培训方面的花

费占到了其销售收入的 1—5%或者职工工资的 8—10%。其中，通用电器公司和

摩托罗拉公司每年的花费分别超过 9.5亿美元和 1.1亿美元，后者更是占到了其

销售收入的 3%以上。

相比之下，我国企业长期受传统用人机制的制约，导致对员工的培训重视不

够。我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明确规定，企业培训经费不超过员工工资总

额的 2.5%，与国外的 8—10%相差甚远。按照员工平均月工资 5000元计算，那

么人均年培训费用不超过 1500元左右，不仅数额低，很多企业对此还没做到合

理利用。在 T公司，培训费用经常表现为随意使用，培训与否取决于管理层的认

知程度，其中，派人外出进修的花费占到了其培训费用总额的 68%，而且外出进

修仅限于某些部门的个别人员，对提高员工整体综合素质并没有太大效果。不仅

是 T公司，这种情况在我国国有企业中普遍存在。据调查显示，我国对员工培训

较为重视的企业仅占到调查总数的 6%不到。另外，据统计，超过 30%的企业只

是象征性的补贴一小部分资金用于员工的培训，更是有亏损的部分国企早已停止

对员工的培训。

通过前文的分析可知，T公司审计团队成员的综合能力不够，主要存在两方

面的问题，其一，复合型人才较少；其二，计算机操作能力不强。这两个原因都

可以通过加大对员工的培训得以解决，之所以存在因审计人员业务操作水平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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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其不能胜任业审融合模式下增值型内部审计的进一步开展，是因为公司对其

的培训力度不够且较为单一，不具综合性，而且绝大部分的投入用于少数人的海

外进修，对员工整体素质的提升没有什么帮助。另外， T公司对于员工的培训

大多局限于岗前培训，岗后培训的力度不够，使内部审计人员的人才结构较为单

一，复合型人才少。

4.2.4 对审计成果的应用不够重视

基于业审融合模式下增值型内部审计的开展，旨在实现审计的价值增值功能，

除了参与企业的内部控制，还参与公司的相关治理，为企业的有序发展提供相应

的对策建议。这就要求各部门不再被动参与到审计工作中，而是针对审计整改中

的问题主动向审计部门进行咨询，实现各部门的协同作用。通过审计过程中发现

的问题及时向各有关顾门提出汇报，通过整改完善公司的业务流程，避免此类问

题的再次发生，降低风险发生的可能性，为企业的经营活动提供经验借鉴，以充

分发挥审计价值增值的功能。

但是，T公司强制性的审计整改很大程度上不能让各部门意识到业审融合实

现的价值，只是把它当成是一项任务被动参与到其中。这种情况下，即使审计整

改在有限时间内完成，但实际上各部门对于审计成果的运用并不重视。通过该公

司近几年的内部审计报告来看，通过审计整改报告提出的相关问题，虽然被相关

部门在压力的驱使下进行了整改，但是相同的问题在整改之后的审计工作中却没

有避免发生，很多问题在下一次的审计中又会被提出。审计的整改目标没有得到

很好地实现，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审计的工作量，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同时，业

审融合模式下增值型内部审计的的价值也不能充分得到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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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改进 T 公司业审融合模式下增值型内部审计的相关建议

5.1 加大对智能审计产品的投入

科学技术的创新离不开研究经费的支持。同样，业务与审计的相互融合依赖

于大数据技术的成熟，依赖于对智能审计产品源源不断的投入。因此，只有在研

发投入充足的情况下，业审融合模式下增值型内部审计的开展才能够有经济支撑，

才有可能得以继续进行。

对于 T公司智能审计产品研发存在困难的问题，一方面是审计人员综合能力

不足导致，另一方面是在该方面的研发投入不够。对此，除了需要加强对审计人

员能力的提升，还应该加大对审计智能产品的研发投入，满足业审融合模式下增

值型内部审计对于大数据技术的需求。T公司作为国内乃至世界级的通信公司，

在拥有丰厚资金实力的同时，其研发投入也是不断上升的，在 2020 年就超过了

110 亿元人民币，预计 2021 年达到 120 亿元左右。因此，该公司在资金实力方

面绝对不是问题。管理人员需要提高对智能审计产品的重视，只有这样，才能保

证业审融合的进一步发展，才能更好地发挥内部审计的增值功能。

5.2 促进业务与审计的双向融合

5.2.1 提高业务部门的重视程度

保证业审融合发挥良好作用的前提是各业务部门主动而非被动参与到内部

审计的工作当中，因此，除了在功能方面促进业务与审计的双向融合，还可以从

审计理念的转变，即部门人员对增值型内部审计重视程度方面实现二者的进一步

融合。这就需要从根本上提高业务部门对内部审计的重视程度，使其积极接受审

计整改当中的建议进行自查，核查其业务流程是否存在缺陷，选择有价值的建议

进行整改，并针对业务流程改造向内部审计部门进行咨询。只有这样，才能发挥

内部审计价值增值的目的。

具体来讲，在提高业务部门参与积极性方面，可以通过开展讨论会议、案例

分享等，请专业人员对业审融合模式下增值型内部审计开展的成功案例进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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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各部门意识到业务与审计融合所产生的价值，使各业务部门积极加入到增值型

内部审计工作的开展当中，从根本上促进业务与审计的相互融合。另外，可以定

期开展会议，聚集各部门管理人员，分享审计整改过程中的经验问题等，再通过

各部门管理人员将信息传达至该部门员工，提升其对业审融合模式下内部审计所

能产生的价值。

5.2.2 扩大业务与审计融合范围

T公司在目前业审融合基础上，需要持续对系统及软件功能进行优化，扩大

业务与审计的相互融合。一方面，可以基于现有的系统功能，在大数据审计覆盖

业务流程 73%的基础上，增加与其他功能的对接，如 OA与公文交换平台的接口

等，实现数据的 100% 线上流转与分析，另一方面，通过拓展 RPT（ Rational

Performance Tester）的功能扩大其适用范围，进一步提升审计效率和质量。

图 5.1 电子公文与 OA 系统连接示意图

除此之外，T公司对其业审融合模式下增值型内部审计的开展经验进行梳理，

形成一套较为完备的理论方法，并向其下属子公司或其他企业进行推广。还可以

派公司有经验的人员到其兄弟公司或者有这方面需求的企业，以具体案例的方式

进行分享，还可以为其提供相应的技术指导等，共同探索业审融合模式下增值型

内部审计工作的开展，充分发挥内部审计增值的功能，为通信行业在业审融合模

式下顺利开展增值型内部审计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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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打造高素质专业化审计队伍

5.3.1 优化审计人才的队伍结构

通过上文分析，T公司存在人员知识结构单一、计算机操作能力不足的情况，

对此可以通过完善审计人才进出机制、建立科学的员工培训体系来优化审计人员

团队构成、提升审计人员综合能力。完善审计人才机制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审计人

员知识结构单一的情况。

首先，打造“橄榄形”大数据审计团队。审计人才团队像橄榄形一样，中间

面积大，两端面积小，中间面积大的是公司审计团队的骨干力量，具备专业的审

计知识水平，是 T公司业审融合人模式下增值型内部审计得以有效开展的团队带

关键人物。一端是一般人才，也就是审计队伍中的普通员工，另一端是领军人才，

由具有复合背景的专业人才构成，能利用大数据手段将数据信息与审计知识相结

合，是增值型内部审计顺利进行的领军人物。

其次，优化审计人员结构。针对审计人员综合能力不强的问题，T公司可以

通过公开招考、择优录取、考核淘汰等方式，优先录取具有复合专业背景的人才

来优化审计人员知识结构，这类人员可以是具有财务审计背景加工程管理背景，

也可以是财务审计背景加计算机背景，或者是计算机背景加工程背景等等。

最后，鉴于目前 T公司审计团队中大多是财务审计专业人员，对于基建工程

及软件工程的了解不够深入，因此，对于单一工科专业背景的人才，T公司也可

以大胆聘用，如工程管理、工程造价、软件工程等，以此来优化审计队伍的专业

结构，加大对具有大数据知识人才引进的比重。计算机专业人员招纳进来以后，

还可以通过知识交流来提升那些软件操作能力不强的审计人员对软件的熟悉程

度。

5.3.2 建立科学的员工培训体系

首先，转变意识，认识到人力资源投入的重要性。据有资料了解，企业对于

职工的教育投入与其产出之间的比值是 1:50，也就是说，企业在员工培训方面投

入 1块钱，那么之后企业就能从中获得 50元的利益回报。国内也有很多关于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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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本投入与企业收益的实证研究，表明两者之间确实存在正相关关系，可见，

加大对企业职工的培训是一种低投入高回报的投资。因此，被人力资源投入绝大

多数发达国家企业所重视的。据统计，发达国家平在职工教育方面的投入占其

GDP的 6%左右，高于发展中国家两个百分点，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一个百分点。

T公司作为国内大型通信企业，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应加大对其人力资源的投

入，建立科学的员工培训体系，更好地适应业审融合模式下增值型内部审计的开

展，在提升审计人员综合素质的前提下，为公司创造更多的价值。

其次，建立有效的培训评价体系。根据业审融合模式下增值型内部审计开展

的目标确定审计人员的培训计划，为做到资源的充分利用，培训时可以有针对性

地分人员进行。例如，对于具备单一工科背景的人可加大对其审计专业知识的培

训，可以通过老带新的方式熟悉业务流程。对于审计团队中的骨干型人才，主要

提高其计算机操作水平，使其具备在业审融合的模式下能利用相关软件开展一系

列审计工作的能力，这一类人员，可以通过开展计算机课程、办班等模式展开。

而对于审计团队中的领军人才，也就是那些同时具备专业知识及计算机能力的人

员，需要进一步加强其大数据审计能力、软件开发能力，重点围绕语言识别、机

器学习、数据处理等有针对性地展开培训，同时，作为增值型内部审计工作开展

的领军人物，还需要培养其组织能力、沟通能力等，以带领审计团队向更专业的

方向迈进。

最后，完善培训考评标准。建立一套考核评价办法并将评价结果与其薪资待

遇相挂钩，通过给培训人员施加压力的方式提升培训的效果。具体来讲，派相关

人员记录好审计人员在培训中的参与次数、并把培训表现及考试成绩等做好记录，

作为员工升职加薪的重要参考。另外，建立奖励机制，完善培训后管理，对于培

训期间表现良好或者通过培训获得较大提升的审计人员有一定的奖励，可以是物

质奖励，也可以是更多的晋升机会。总之，将培训情况与员工的个人发展与联系

起来，促使其提升自身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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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深化部门间的联动协作机制

5.4.1 强化对于审计成果的运用

由前文分析可知，T公司审计系统已实现与人力资源部门的信息共享，除此

之外，还可以与培训部门、公司战略管理等职能部门建立连接，深化部门间的联

动协作能力，数据信息共享。例如，内审人员在审计中发现的某个典型问题可以

在审计问题整改中提出，战略管理部门可以在公司经营目标的基础上对相应的管

理规范进行调整。业务部门通过自查选择有价值的建议对相应的业务流程进行改

造，通过流程的完善降低经营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风险。为强化各部门对于审计成

果的运用，可以将审计整改情况作为其绩效考核评价的重要参考。人力资源部门

可以通过各部门的审计整改情况与绩效考核相挂钩。具体来讲，可以通过记录各

部门对于审计问题整改中“整改已完成”、“整改未完成”以及“逾期未整改”三

个选项出现的频率，对于审计整改完成效果好的部门给予一定的奖励，对于多次

审计整改不及时的部门给与一定的处罚。另外，对于审计过程中发现的具有普遍

性或者严重性的问题，审计人员可以汇总给培训部，培训部在制定培训方案时对

此进行重点关注。以此实现部门的协同作用，更好地发挥内部审计价值增值的作

用。

5.4.2 建立审计项目后评价机制

目前，T 公司为加大事后审计监督力度已建立审计整改机制，而且在时间

及上级领导的压力之下，审计整改的效果不错，但是目前还未建立有效的项目后

评价机制。人力资源在对项目整改情况进行评价时缺少具体参考标准，将其与绩

效评价挂钩时缺乏一定的难度。因此，为了更好地对审计成果加以运用，为了在

考核各部门审计整改情况时有参考标准，T公司需要建立完善的审计项目后评价

机制。

建立完善的审计项目后评价机制，需要在项目结束后各内审人员开展谈论

会议，就项目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交流，分享经验得失；一方面在以后的工

作中查漏补缺，另一方面，帮助团队在审计问题整改中提对各业务部门更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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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议。除此之外，审计人员要及时地对审计整改的情况进行评价和记录，并将

评价结果反馈给人力资源部门，使其在进行绩效评价考核时作为一定的参考。通

过这样的方式，督促各部门对审计问题整改的重视程度，以提高他们参与增值型

内部审计建设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能起到促进其业务与审计的相互融合，以

更好地发挥内部审计价值增值的职能，促进企业战略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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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

首先，通过文章的分析可以看出，基于业审融合模式的增值型内部审计在提

升审计效率、降低企业风险、减轻企业成本等方面具有较大的意义，有较高的实

践价值。公司在该模式下开展增值型内部审计时，可以通过借助大数据审计技术，

本着“搭建审计数据库——事前风险预警——事中风险控制——事后审计监督”

的思路进行。具体来讲，首先建立审计数据库实现数据的共享，然后搭建审计模

拟库进行事中的风险预警，通过将审计嵌入业务流程做到全过程的监督，以便及

时对风险进行有效地控制；最后，建立审计后评价机制，强化审计整改进度。

其次，由于该模式对于公司的信息化程度、人员系统操作水平、管理层重视

程度、等都具有较高的要求，因此在实施过程中会遇到很大的阻力。比如，在该

模式开展之前需要获取大量的数据信息，开展过程中一方面对相关人员的能力要

求较高，另一方面需要不断投入资金来研发智能审计产品，除此之外，事后的审

计整改需要相关部门予以重视等等。如此种种，都是业审融合模式下增值型内部

审计开展过程中需要克服的困难。因此，开展业审融合模式的增值型内部审计的

企业需要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1）资金条件充足

业审融合在很大程度上依托智能审计产品进行审计工作，例如审计模型的搭

建、业务活动的监控等。另外，在公司开展业审融合的初期，对于大多数审计产

品的研发需要依托人力来进行数据采集，后期还需要不断对建立的审计模型等进

行优化，在这个过程中需要耗费大量的资源，进而产生较高的研发投入。因此，

想要开展业审融合模式下增值型内部审计的企业，需要具备充足的资金，为技术

的开发提供资金支持。

（2）技术手段先进

业务与审计的融合是在大数据的基础上实现的，因此对于开展该模式的公司

来说首先要具备先进的技术手段来搭建基于业审融合的数字化审计。包括建立审

计数据库对各业务系统进行数据获取以实现数据的共享、将审计关键点嵌入各业

务流程、各部门相关联的审计整改系统等。因此，要想通过业务与审计的融合来

开展增值型内部审计，所属企业需要具备先进的技术手段，为其增值型内部审计

的开展提供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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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内部审计独立

内部审计具备独立性是公司开展业审融合模式的增值型审计的重要前提，因

为业务与审计的融合会促使审计部门与公司各业务部门的交流，如在审计整改过

程中需要审计人员将审计整改问题下发至每一个部门的负责人。在这种情况下，

对审计部门的独立性要求就比较高。否则，审计人员在工作中是否实施充分、恰

当的审计程序就难以得到保证，进而影响到审计结果。因此，内部审计的独立性

对“业审融合”的开展至关重要。

（4）审计队伍专业

基于业审融合模式开展增值型内部审计要求审计人员具备较高的计算机能

力，能够参与数据建模、业务系统开发以及后续的软件优化等工作当中。因此，

公司需要优化审计人才的队伍结构，除了财务审计相关专业，还可以大胆聘用具

有工程造价、软件工程等复合专业背景的人才，打造高素质的审计队伍；同时也

要建立科学的员工培训体系，完善考评标准，将培训情况与员工的个人发展联系

起来，促使其提升自身能力，更好地参与到业审融合模式下增值型内部审计的开

展。

（5）审计氛围良好

与传统的内部审计相比，增值型内部审计需要各部门主动而非被动参与到公

司的审计工作当中，积极主动地对审计整改问题进行讨论，采取适当的审计整改

建议对业务流程等进行价值链改造，只有这样，才能使审计流程成为一个完整的

闭环。因此，要想使“业审融合”的增值型内部审计发挥最大价值，公司需要深

化各部门间的联动协作机制，建立审计项目后评价机制等来加强对审计结果的应

用。因此，公司需要具备良好的审计氛围，使各部门主动参与到审计工作当中。

最后，由于国内外学者基于该视角下的增值型内部审计研究较晚，因此可以

参考的相关文献较少，虽然目前已有企业陆续开展增值型内部审计工作并取得一

定成果，但基于业审融合这一有效路径的企业还很少。虽然本文研究尚存在诸多

不足，但也希望为业审融合模式下增值型内部审计的相关文献做一点补充，为基

于该模式开展增值型内部审计的企业提供一定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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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时间是让人猝不及防的东西……” ，想必每一位临近毕业的同学，在听

到这句耳熟能详的歌词时，心情也同我一样吧，既悲伤又无奈。

三年的时光真的过地很快，想当初因为复试，一个人离开家乡去到一千多公

里外的地方，一路上虽然有些忐忑但也满怀期待，期待自己会遇到哪些特别的人

和哪些有意思的事。果然，在我复试结束准备离开的前一天结识了一个女生，我

们一拍即合，恨不得早点遇见，分别之际特别不舍，因为不知道还能不能再见。

结果，后来，这个女生成了我未来三年的室友。

另外，我也没想到，复试那天见证了我窘态的考官竟成为了我此后三年研究

生生涯的导师。我还清楚地记得，在恩师发邮件表示“同意接收，祝好！”的那

天是我的生日，早上下着毛毛细雨，我穿着一件黑色外套加牛仔裤，披散着头发，

收到邮件之后便按照朋友的指示下楼。结果没有想到，这位距离我两千多公里的

朋友竟然站在了我宿舍楼门口的右手边，穿着一件黑白格子衬衫，拿着一把黑色

的雨伞……现在想起来就像昨天发生的事一样。

之所以临近毕业会难过，大概是因为舍不得的人实在太多了。生日里精心准

备惊喜的室友，封校期间一起备考的饭友，互相帮助的同师门兄弟，运动会上把

赢来的奖品优先分给我们的师兄师姐，一起玩耍的师弟师妹，每一位辛勤付出的

老师，有幸认识的每一位同学，最重要的是第一次见面时悄悄用纸条记录着我们

每个人名字的导师。那天老师不仅准确地叫出了我们每个人的名字，还清楚地说

出了我们的基本情况以及对我们未来的培养计划，现在想起来还是很感动。三年

里，自己有很多做的不够的地方，很多时候也辜负了老师的期望，希望未来继续

努力吧。

除此之外，还要特别感谢在得知我离开学校准备去另一个城市面试时，没有

让我补全成人票的列车长，他让我在踏入社会之际感受到了来自陌生人的温暖，

让我更加充满美好期待地迎接未知的将来。

在今后的日子里，希望父母、恩师、亲戚朋友都能身体健康，希望大家工作

顺利，希望所有认识的人都能够平安顺遂得过完这一生。

感谢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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