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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内部审计是我国特色审计体系的重要部分，在审计全覆盖的形势下，社会和

企业对内部审计的增值期望逐渐增强，我国增值型内部审计开始步入了深层次发

展阶段，不断探索和归纳增值路径。业审融合正是企业为了实现内部审计全覆盖

的有效探索，是目前内部审计保驾企业价值增加的新路径，形成了新的内部审计

模式，逐渐成为企业内部审计探索应用的方向。现阶段，国家电网正依托数字经

济高度发展的东风，聚力数字化转型，为“业审融合双联动”审计模式的应用奠

定了基础。因此，研究现行条件下业审融合增值型内部审计模式在电网企业的应

用对增值型内部审计的发展意义重大，也有利于促进电网企业以内部审计的高质

量发展保驾电网企业的改革发展。

本文利用文献研究法，整理增值型内部审计、增值路径及业审融合相关研究

的文献，归纳相关理论。接着，应用案例分析法，把初步应用了业审融合理念的

国网 H电力公司的增值型内部审计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单案例研究，通过基于

价值链理论的业审融合增值型内部审计模式的构建，分析了内审部门从业务活动

和审计活动有机融合的角度促进企业价值增加取得的成效；从客户维度、审计成

果维度、学习与创新维度进行探析，分析了其存在的问题和原因。在此基础上，

拓展了业审融合的领域，探索了内部审计与价值链活动中其他支持性活动的协同，

以内部审计与业务部门在事前、事中、事后及反馈环节形成的融合效应，对业审

融合增值型内审模式进行了优化，进而推动内部审计为公司整体增加价值目标的

实现。最后，为电网企业全面应用业审融合增值型内部审计模式提出建议，为电

网企业发展增值型内部审计提供参考，期望可以促进内部审计的高质量发展，强

化电网企业内部审计工作。

关键词：价值链理论 业审融合 增值型内部审计 电网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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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ernal audi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a's characteristic audit

system. Under the situation of full coverage of audit, the expectation of

the society and enterprises on the value-added of internal audit is

constantly enhanced. China's value-added internal audit has entered a

deep stage of development, and continues to explore and summarize the

value-added path. The integration of business activities and audit

activities is an effective exploration for enterprises to achieve full

coverage of internal audit, and has become a new path for internal audit

to increase enterprise value. It is gradually forming a new mode and

becoming the direction of further explor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internal

audit i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t present, Relying on the high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State Grid is concentrating o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laying a foundation for the application of the audit mode

of "Two-way linkage between business activities and audit activities".

Therefore, studying the application of value-added internal audit mode

integrating business activities and audit activities in power grid

enterprises under current condition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value-added internal audit, and is also conducive to

promoting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power grid enterprises thr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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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internal audit.

This paper sorted out the literature on value-added internal audit, the

value-added path of internal audit, the integration of business activities

and audit activities through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summarized the

relevant theories. Then, through the application of

Structured-Pragmatic-Situational case analysis method, Taking the

value-added internal audit of State Grid H Electric Power Company,

which initially applied the concept of integration of business activities

and audit activitie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 single case study was

conducted.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value-added internal audit model

based on value chain theory, It analyzes the effect of internal audit

department promoting the increase of enterprise value from the Angle of

organic integration of business activities and audit activities. and analyz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reasons from the dimension of customer, audit

results, learning and innovation. Then, through the business activities and

areas of audit activities integration, exploration of the internal audit and

other supporting activities in the value chain activities together, with the

internal audit and business department in advance, and the fusion effect

of the feedback loop forming approaches, the integration of business

activities and audit activity of value-added internal audit mode is

optimized, Then promote the internal audit to increase the value of the

company to achieve the goal. Finally, the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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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ggestions for power grid enterprises to comprehensively apply the

value-added internal audit mode integrating business activities and audit

activities, and provides reference for power grid enterprises to develop

value-added internal audit. It is expected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internal audit and strengthen the internal audit work of

power grid enterprises.

Keywords：Value chain theory;Integration of business activities with

internal audit activity;Value-added internal audit; Power Grid Enterpr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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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1 研究背景

在数字化变革的大环境中，经济形势更加复杂多变，为适应企业发展要求，

需要变革传统的管理方式。内部审计作为公司治理和管理的重要基础，有利于保

障企业平稳运行，能提高管理水平和创新能力。随着社会和企业对内部审计增值

的期望越来越急切，2013 年，在《内部审计基本准则》对内部审计的概念界定

中，提出内部审计增加价值的目的，增值理念开始在我国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在近年“审计全覆盖”不断实施的背景下，内审工作遇到了新的挑战和新的

发展机遇。2018 年，审计署出台 11 号令，重新修订的《审计署关于内部审计工

作的规定》中，内审的监督领域进一步扩大，建议职能得到强化，更突出审计结

果应用的重要性，助推了内审工作向规范化迈进，创新审计理念也越来越受到重

视。在信息系统和数字技术高速发展的阶段，数字技术成为注入内部审计的新血

液，以此为背景，众多企业正积极探索具有降风险、增价值、促目标功能的内审

发展道路。现在，内部审计以向内服务的特征，发挥自身贴近企业内部管理和内

部各部门的优势，探索出了一条通过内审和企业业务活动融合发挥联动效应的新

型增值之路。

目前，在全面完成公司制改革的新形势下，国家电网的业务活动日趋复杂，

电力活动业务链条庞大复杂，对效率、动力、质量的要求更深；同时，国家电网

所处行业为电力行业，是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中至关重要的行业，正面临转

型升级的需求。在下一阶段，国网公司需要增强行业创新力，在电力及能源产业

链的转型上迈出更大步伐，由于内部审计站位高，更熟悉业务活动流程，更贴近

公司管理与公司财务，与公司各部门的衔接更到位，职能独特，依托数字化发展，

能从战略高度出发，从内部角度考虑，具有强专业性和跨部门监督、评价、建议

的优势，能更准确的发现问题，防范风险，解决问题，发挥内部审计增加公司价

值的功能，进而为建设一流能源互联网企业保驾，为企业实现做大做强做优目标

护航。因此，为适应行业转型需求，促进企业稳健发展，电网公司需要积极探讨

以电力价值链为基础提出的“业审融合”增值型内部审计模式。这一模式在电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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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中依托电力物联网建设战略的背景不断发展，以数字技术为依托，以防风险、

提效益、达目标为审计目的，重视内部审计数字化建设，把内部审计和业务活动

相互配合作为主要抓手，有利于更好地发挥“防病治病”的作用，强化建议的现

实性和可操作性，增强工作成果的利用率，实现内审目标，进而促进企业目标实

现，用内审的高质量发展助推企业健康发展。

因此，本文基于以上背景，对内部审计增值新模式——“业审融合”进行理

论探究，对国家电网的全资子公司——国网 H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H 公司)

依托数字化发展的条件初步应用业审融合理念的内部审计模式进行了分析，研究

其取得的成效和存在的问题，然后对 H公司审计融入式模式进行了优化，根据 H

公司业审融合增值型内部审计的发展经验，为电网企业全面应用业审融合增值性

内部审计提出建议，期望能为正在探索增值型内部审计的电网企业提供参考。

1.2 研究意义

随着电力改革的推进，智能电网的发展，作为国有企业代表的国家电网，其

内部审计业务发展面临着新的挑战。如何以内部审计高质量发展促进企业高质量

发展成为电网企业内部审计发展的新课题，如何增加价值、如何保障社会效益、

提高经济效益成为其发展的使命。电网企业积极探索数字化环境下具有“业审融

合”理念的增值型内部审计模式，对于未来全面提升内部审计服务公司数字化治

理的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对完善公司治理、实现公司基业常青有积极作用。

（1）理论意义

目前，我国关于内部审计增值的研究基本都是着重分析增值型审计和传统审

计的差异，说明增值型内部审计的先进性，认为内部审计增值路径的领域主要包

括风险管理、内部控制层面，从而在公司治理中发挥效能。本文在以上研究的基

础上，认为从审计与业务双向融合角度出发，能高效发挥内部审计增值作用，并

以 H公司为案例公司，深入揭示了数字化背景下如何以“业审融合”为路径实

现增值，探索了符合内审特征的新增值理念。

（2）现实意义

近年来，电网企业业务范围拓展，智能电网快速成长，价值链条复杂化特征

明显，价值链运转的数据变得更大，对内部审计的数字化需求和标准也日益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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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网企业数字化转型历程中，加快数字化进程，发展嵌入式审计，坚持业审结

合之路，是内部审计达到全面、高效、优质的效果必然要走的路。从价值链出发，

以数字化审计以依托，结合电网企业相关业务的特点，将电网主营业务和审计业

务结合，对内部审计工作进行总体谋划，发挥业审联动的协同效应，对内部审计

来说，有利于提高工作成效，进一步扩大审计覆盖面。同时，对业审融合增值审

计来说，这也是实际应用的案例补充形式；对电网企业来讲，有利于促进企业目

标的实现。

1.3 国内外文献研究综述

随着现代企业的生产趋于复杂化，经营风险加大，管理环境变化，经营管理

理念也发生了改变，传统的内审已难以满足企业发展要求，于是在内部审计不断

的自我完善历程中，增值型内部审计应时而生，这是内审理念的创新，是内部审

计适应实务工作的自我发展和突破，在审计实际工作中起着积极的作用。对于增

值型内部审计，本文主要从其定义、增值路径和业审融合新增值理念三个方面对

国内外学者的研究进行分析。

1.3.1 国外文献综述

（1）增值型内部审计研究

Anihony Walz在 1997 年提出，内审部门要想在企业中生存发展，改变“资

源的消耗者”这一形象，就必须成为价值的增加者。1999 年，国际内部审计师

协会(Institute of Internal Auditors)更新了内部审计概念，认定内审是增加价值和改

善营运的活动，首次明确提出“增加价值”这一概念；2004 年，Goodwin 的研

究中认为，内审的确认和咨询功能十分重要。2006 年，Robert Moeller指出，内

审以监督作用的发挥协助管理层增值。同年，Bouckaer的研究中认为，由于内审

职能的变化，增值功能会在企业的经营活动中徐徐呈现出来。在 2011 年，国际

内部审计师协会提出，内审的目的是增加组织价值和改善运营，帮助组织实现其

目标。2016 年，Lynn Fountain强调，由于内部审计的目的是协助公司实现战略

目标，需要把公司经营中的各环节都纳入审计对象，向提质增效转型。

（2）内部审计增值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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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ihony Walz（1997）认为，内部审计部门需要从“资源消费”走向“价值

创造”，分为两种方式，直接方法有砍成本、提效率、发展生产力，或者可以通

过改善经营模式，帮助企业实现利润最大化，间接做到增值。2002 年，国际内

部审计师协会在第 61 届年会上提出，内部审计可以评价企业风险和控制的有效

性，揭露潜在风险，改善风险管理，完善治理过程，从而达到增值的目的。同年，

James Roth对内部审计增值进行研究，认为对企业全面的了解、对增值活动的熟

悉程度、创新的勇气以及创造力，都可以更有效地协助内审工作者提高组织的整

体价值。2004 年，COSO委员会提出，内部审计通过审查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

可以通过为企业建设内控系统和分散风险提供意见，进而为企业增值。同年，

Audrey A Gramling 等从公司治理中内审的角色考虑，指出内审部门在治理方面

的主要活动是监管和控制风险，作用是保障公司的其他治理主体发挥作用。Gary

M. Stem在 2010 年提出，内部审计实现增值的方法除了科学合理的自评、压缩

外部审计的成本外，还包括实行协作式审计和预防式的审计等。2014 年，Arthur

Piper通过采访多名管理层，总结了增值路径，即通过企业内部审计确认并分析

风险，精准规避在内部治理、风险管理以及内部控制上的风险实现增值。此外，

还包括在公司发展方面、具体运营方面等提供建议活动进行增值。2016 年，

Seerungrat Sudsomboon和 Phaitoon Intakun的研究中提出，持续学习、职业道德

与内审价值增加以正相关关系存在。2017 年，Imbrescu Carmen Mihaela 和 Peța

Crina发现，内部审计可以通过节约资源进行价值创造，以避免因某一时刻可能

发生的干扰而引起的损失，实现新价值的创造。

（3）业审融合相关研究

业审融合这一理念在国外并没有与之对应的专业名词，但这一理念的理论支

撑是 1985 年形成的价值链理论，企业的经营目标主要是盈利，其内部所有的经

营活动彼此联系，牵一发而动全身，各业务活动在企业发展壮大的过程中都不可

或缺，对企业整体效益有决定性的影响。有学者在这一理论的引导下提出，内部

审计与各业务部门通力合作能实现增值的目标，初显业审融合思维。1994 年，

Stern G.M.首次提出，内审与各业务部门共同分享方法和技术，有重点的进行工

作，从而促进增值。Masaaki（2012）的观点是，内部审计与风险管理有着紧密

的关系。Cosmin（2015）认为，内部审计将来将以咨询职能，促进业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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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整体管理。Omar, Jenny Stewart（2015）提出，内部审计建立制度和制定增

值策略时，应考虑价值链理论。在价值链中，内审作为基础管理活动，被划分为

支持性活动，无法给公司直接创造价值，而是以保障性作用促进企业价值的增加。

在 2020 年，国际内部审计师协会推出新的“三线模型”，指出内部审计对治理

层负责，这是对“三道防线模型”（2013）的继承和进一步发展，突出内部审计

在内部治理中的作用，重视与管理层的沟通，与其保持一致，通过相互协调、相

互协作来支持组织实现目标，协助组织不断完善。

1.3.2 国内文献综述

（1）增值型内部审计研究

2003 年，王光远对 20世纪的内部审计进行回顾与思考，认为内部审计功能

不断演进，现在正处于“价值增值”阶段。马军（2006）认为，内部审计发展到

增值性内部审计阶段，正是针对其“内向性”的特点，作出的必然选择和正确方

向。李越冬（2010）提出，在企业内部的角色中，增值型内部审计核心工作目标

是辅助企业增值，被称为“董事会的伙伴”。刘国常和郭慧（2010）的研究中认

为，内部审计作为增值工具，通过发挥咨询作用，改进内控，完善公司治理，与

外部审计优势互补，各有侧重。蔡春等（2011）通过研究发现，在中小企业版上

市企业中，内审质量越高，企业经营的绩效越好，价值增值越高，得出了审计质

量与企业的价值为正相关关系。李斌等（2012）认为，对比传统内审，增值型审

计进行了创新，在审计定位、目标、策略、职能等多方面发生变化。盛怀庆（2017）

认为，企业因创造价值而存在，内审则同组织的其他部门一起，密切关注增值活

动的目标价值，服务投资者利益，提升企业价值，帮助公司目标的实现。郑石桥

（2017）认为，增值型内部审计服务于组织目标，审计主体是组织价值链，通过

发现和纠正其缺陷，以鉴证和咨询服务，优化价值链，促进组织价值创造。审计

署（2018）颁布的《审计署关于内部审计工作的规定》，进一步强调了内部审计

建议的职责，以此来改善公司管理，完成战略目标，完善治理。可以发现，内部

审计在企业中的作用不能被替代，发展增值型内部审计是现代企业发展的必然选

择。

（2）内部审计增值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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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玉苗等（2001）认为内部审计的增值具体分为部门自身的价值和创造的价

值，与之对应，对增值路径也从两个维度进行研究，在自身的增值方面，可通过

提高内审效率、完善流程来降低工作的成本。另一方面，通过提出能增加价值的

审计建议也能创造新价值。王光远（2003）认为，内审工作者以规避潜在风险和

提供咨询服务实现内审增值职能。时现（2003）在探索内部审计在公司治理中的

功能时，提出内审作为治理系统的组成，作用之一是合理定位，除了以降低审计

成本、威慑各部门自律来产生价值外，还通过优化价值链各环节和降低协调成本

来体现增值。阎红玉（2004）从价值链视角出发，认为内部审计通过参与治理并

协助完成治理目标、改善内控以规避潜在风险、降低审计成本达到增加企业价值

的效果。郭慧（2010）的研究表明，内部审计通过自身力量与管理层互动，能明

显提高企业绩效。赵城晖和程凯（2018）提出，内部审计需要把握组织发展战略，

不断强化内控，从控制成本、重塑流程、风险评估、扩大外延产品、探索参与式

审计领域实现内部审计增值。李静（2020）从企业战略管理角度出发，提出内部

审计可以提高控制和管理水平、人员素质，进而实现增值。2021 年，潘德宝等

提出明确内部审计职责定位来发挥增值作用，从增强服务理念、助推风险管理、

注重信息分享方面明确定位，以科学的质量控制体系和完善内审成果转化机制实

现增值。

以上学者从企业内部出发，总结了内部审计增值路径。除上述研究外，陈艳

娇（2012）提出，加强外部监管可以促进内部审计发挥增值作用。马红亮（2017）

认为，内审应以改善为目的，关注核心业务和新兴业务，建立学习型内审组织，

加强与相关方的沟通，进行联合审计，更有效的做到价值创造。仲怀公（2021）

认为，三大审计协同能有效整合资源，形成优势互补，实现内部审计的增值。

（3）业审融合相关研究

近几年，随着内部审计的发展，已有研究者较系统地提出“业审融合”的概

念，从业审融合角度出发研究内部审计如何实现增值，但其还未形成确定的规范

命题。以“业审融合”为契机，实现内部审计增值的相关研究主要源于实务界，

在学术文献中的研究也越来越多。当前，随着内部审计职能与审计目标的变化，

业审融合理念也更加得到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重视。在准则中，业审融合这一理

念主要体现为内审要与组织的业务经营活动结合进而展开；例如在《中国内部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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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准则》第 1201 号，关于人员专业胜任能力这一章中，提出内审人员除了应具

备财会、内控、法律等知识外，还特别强调了与组织业务活动相关的专业知识。

2013 年，张俭提出将内部审计嵌入到流程管理的过程中，以内审嵌入做到增值。

实施嵌入式增值型内部审计，需要转变绝对化“独立性”的观念，合理安排资源，

提高内审人员与客户双方的理解，从强化内审质量控制方面出发，评估内审质量，

保障审计独立性和客观性，实现规范化管理，提高内审成果的说服力。顾霞、苏

昱霖（2018）认为，业审融合是双向融合，内部审计通过履行“确认”和“咨询”

职能，优化业务流程和自我完善。苏霞、张晶晶等（2019）认为，在业审融合增

值型内审模式中，大数据技术的使用不容忽视，其中模拟库提供预警服务，大数

据分析技术实时监控及事后督促审计整改等，形成闭环监督，进而有效提高审计

质量，增加审计价值。范斌等（2020）研究了嵌入式审计在电网企业的应用。刘

泽惠等（2020）认为，内审贯穿在公司的战略、风险、内控、业务各环节，全过

程参与生产运营，有利于公司的价值最大化。刘海涛（2020）提出，通过协同计

划、系统分析、多管齐下、营造生态、分步达标等能提升审计效能。李竹青，汪

子林等（2021）认为数字审计模式使得财务部、各业务部与审计部实现互动便利，

增加了协同的效果。杨爱萍（2021）认为数字化审计与业审融合二者相互促进。

山东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青州卷烟厂审计处（2021）认为，通过打破审计与业

务的边界管理，业审融合增值型内部审计加强了部门联动，实现审计工作与业务

管理的有机融合，在治理流程、内控以及风险管理方面，形成合力监督，减少管

理内耗，协同开展审计工作，共享审计成果，推动企业健康运营。

1.3.3 文献述评

在充分阅读和分析国内外文献后发现，国外对内部审计的增值研究相对比较

早，内部审计更多由企业自身需求推动发展，理论相对成熟。而我国增值型内部

审计发展相对较迟，逐渐在理论和实践中越来越受到重视，但由于受政府推动力

影响的这一历史原因，使得内审的增值作用一定程度上在短时间内发挥不到位。

目前来说，国内外的研究大多表明，增值型内部审计对企业极其重要，其增值方

式主要是提出建设性建议和降低工作成本，深入研究内部审计增加价值路径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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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可以发现，降低成本和提出增加企业价值的审计建议共同服务于内审增值目标，

二者相得益彰，缺一不可。

以价值链为理论依据，以数字化转型为契机提出的业审融合是一种先进的审

计理念和审计模式，是我国正在探索的内部审计实现增值的新路径，为内审工作

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对于业审融合，可以简单理解为结合业务活动，利用网

络技术，以嵌入式管理系统的应用为基础，把内部审计活动嵌入到业务活动流程

中，增强流程管控，灵活地进行审计工作，强化内审工作的信息化、高效化，增

强审计建议的科学性和可行性，提高包括业务人员和管理层等内部全员对审计工

作和建议的配合，改进作业流程，提高业审两种活动的互相协作，畅通各专业间

的协同工作，产生优势互补的审计循环，为组织防风险、提效益、增价值提供支

撑。也就是说，内部审计以信息技术为条件，以业审联动融合为增值路径，通过

提高内审效率和质量、合理降低成本、优化业务流程和组织治理，为企业增加价

值，实现目标。目前，我国对于业审融合这一新增值理念的理论研究还不多，在

实务运用中的效用发挥还有很大空间，尤其在当前公司治理的环境下，随着数字

化发展为审计工作提供的新方法和技术，业审融合必将成为提升内部审计价值的

有效途径，业审融合增值型内部审计必将成为我国内部审计转型的必然趋势。

根据以上现状，本文以 H 公司内部审计增值模式为研究对象，讨论了业审

融合理念在内部审计中初步应用阶段的结果，并对业审融合增值型内部审计模式

进行了优化，总结提出了电网企业全面应用业审融合增值型内部审计模式的建议，

以期为探索增值审计的电网企业提供参考。

1.4 研究方法与内容

1.4.1 研究方法

（1）文献研究法，通过学校平台的图书资源和网络期刊文库，本文收集整

理了国内外专家的研究资料，主要包括增值型内部审计的发展、增值路径、业审

融合增值理念相关的文献，巩固了后续研究的理论基础。并且，通过查阅相关书

籍资料，利用信息披露平台，查找了论文所需要的关于电网企业增值型内部审计

的发展案例，梳理了案例公司的主要材料，以一定的数据支持，提高结论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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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案例分析法，结合电力行业特点，本文从以业审融合发挥内审增值效

用的角度出发，以 H公司为案例企业，基于案例研究方法，以单案例研究范式，

对 H公司的内部审计进行研究和细致的描述，通过基于价值链理论的业审融合

增值型内部审计模式的构建，使案例研究变得更规范和实用，对案例所反映的现

象进行归纳，总结一般性的规律，将其抽象为审计模式，形成具有借鉴意义的建

议。

1.4.2 研究思路和框架

本文从内部审计增加企业价值的角度出发，以“为什么——是什么——怎么

做”展开，基于电力行业的特殊性与复杂性，分析了业审融合增值型内部审计模

式在企业的发展，研究了 H 公司基于信息系统和技术的进步，从业审融合角度

实现内部审计增值的现实效果，并对公司初步应用的业审融合模式进行了优化。

最后，对整个电网企业应用业审融合增值型审计模式提出了建议，期望能有效发

挥内部审计增值、促进企业目标实现的作用。本文的研究框架如图 1.1 所示：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业审融合视角下电网企业增值型内部审计研究——以 H 公司为例

10

绪论

研究背景、意义 国内外文献综述 研究方法与内容

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相关概念 相关理论

委托代理理论

价值链理论

管理控制理论

案例介绍和分析 案例背景介绍

H公司业审融合增值型

内部审计模式的优化

电网企业全面应用业审融合增值型内部审计模式的建议

总结

优化原则

案例分析

优化建议

内部审计

增值型内部审

计

业审融合增值

型内部审计

业审融合增值型内部审计优化模式的应用效果

图 1.1 论文研究框架

1.4.3 研究内容

第一部分：绪论。本章主要说明研究背景，阐述研究意义，并归纳和评述国

内外关于增值型内部审计的文献资料，提出了本文研究的视角、方法、框架及内

容。

第二部分：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一是对内部审计、增值型内部审计进行概

述，并阐述了本文的研究视角，也就是对从业审融合角度实现增值的路径。二是

对业审融合增值型内审部审计相关理论进行介绍，包括委托代理理论、价值链理

论和管理控制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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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案例介绍和分析。主要介绍了案例公司 H 公司及其内部审计的

基本情况，分析了业务活动的情况。接着，研究了 H公司业审融合增值型内部

审计模式的初步应用结果，一方面归纳了取得的成效，另一方面借鉴了平衡积分

卡的思想，从三个维度出发，深入分析了公司业审融合增值模式在应用中出现的

问题和原因。

第四部分：H公司业审融合增值型内部审计模式的优化。根据公司内部审计

应用中存在的问题，以优化原则为指导，对业审融合增值型内部审计模式进行优

化，并分析优化模式的应用效果。

第五部分：电网企业全面应用业审融合增值型内部审计模式的建议。根据 H

公司业审融合模式的应用，对电网企业全面应用业审融合增值型内部审计模式提

出建议，使得电网企业能通过业审融合高效发挥内部审计的增值职能，进而促进

电网企业持续健康发展。

第六部分：总结。从前面几部分的分析中得出结论，指出论文中存在的不足

之处，并对电网企业内部审计依托数字化应用业审融合模式实现增值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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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2.1 相关概念

2.1.1 内部审计

内部审计概念最早由索耶提出，随着内部审计的不断完善和发展，国际和中

国内审协会多次对内审的定义进行更新，目前，二者对内审的定义中均把内审的

目标定位成增加组织价值，实现企业目标。通过研究内部审计不断更新的定义的

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内部审计的内涵、职能以及外延随经济社会发展和治理环

境变化等不断拓展。审计署对内审的最新定义中，确定了内审的监督范围包括财

务收支、经济活动、内部控制以及风险管理，明确了其监督、评价和建议职能。

现阶段，内部审计在加强监督、规范管理、提高经济效益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内部审计具有区别于其他形式的审计和监督的自身特点，具体表现在以下两

方面：第一是内部审计服务于企业内部，审计结果不对外发挥作用，随着战略目

标和管理要求的变化，内审的工作重点也有所转移，工作的主要目的是促进管理

行为的规范，进一步提升营管效益，最终助推企业实现目标。第二是内部审计重

视客观性，其独立性是实现客观性的手段，由于内审天然的相对独立性的特征，

所以现在的内部审计更注重提倡对客观性的要求。通常情况下，客观性强调人员

的客观性，虽然内审报告不在社会上具有公证效果，但对内审人员的首要要求是，

要有公正的态度这一出发点，在工作时依据事实，依照法律，对照准则，应用科

学合理的方法，保持不偏不倚、正直的精神状态，立场客观，维护企业的整体利

益，否则就很难获得信任基础。

2.1.2 增值型内部审计

在现代内部审计阶段，由于在不同时期内部审计呈现出来的特征明显不同，

又进一步将其划分为划分为传统和增值两个阶段。作为内部审计发展中的一个阶

段，增值型内部审计是在外部监管不断加强的背景下的必然选择，是内部审计为

适应外部环境和自身需求的变化，鉴于降成本、增利润的动因激励，受到内审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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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的压力驱使，在继承和发展了传统实务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增值型内部审计的时代特性明显，最早提出的时间是 1996 年，国际内审协

会在研究报告中提出，内审应注重风险防范，提供增值服务，帮助组织实现经营

目标；1999 年，国际内审协会对内审的定义中，正式提出增加价值这一概念，

并对价值增加进行了具体解释，认为组织的存在是为了创造价值，以生产产品和

提供服务实现，同时，利用资源对产品和服务进行推销。而内审人员在收集数据、

评估风险时,深化了对运营的理解，通过积极的建议等向组织传递信息。因此，

从企业的价值最大化这一最终目标考虑，作为内部管理的重要一环，内部审计应

参与价值创造活动。

增值性内部审计以增加企业的价值为方向性旗帜和目标，并通过专业的方式

方法来实现增值目标的审计，在以下方面具有自身的特点：第一是审计目标对准

企业目标，聚焦战略发展目标，作为企业的一部分，以价值增值为目标，倾向于

事前防范风险和事中的控制，能更好地融入企业的价值链活动，以其高质量的服

务帮助被审计对象发现问题，科学的解决问题，提供增值服务，进而有效防范风

险，管控成本，为公司创造更大价值。第二是内部审计服务于企业经营管理，聚

焦主业，审计范围从财务层面到业务层面到管理层面再到控制层面，为企业重点

工作、主要业务服务，因而内审的范围和重点内容也会根据其经营管理工作的重

点变化而改变。例如本文涉及到的电网企业，其内部审计的范围十分广泛，有财

务收支，有对营销、物资、工程投资等项目的管理，还有预算、电价、电费的执

行与管理等专项业务，另外，对内控和风险管理的评价以及对履行职责的评价、

对国家及上级重大决策措施落地的检查和监督等均有涉及。

2.1.3 业审融合增值型内部审计

在内部审计的发展中，随着增值审计的发展，内审更加注重结合企业需求，

通过评价与业务有关的各流程，以便通过向管理层提供咨询服务，优化企业的产、

供、销等各个流程，提高审计活动的效率和效力，进一步保证内审质量，增加企

业的价值，这也就是从整个组织的角度考虑，进而不断发展更新的业审融合增值

内部审计的雏形初显。接着，有学者结合价值链理论，从业财融合的思路中，由

组织内部的财会与业务工作的相互协调能实现降低成本、提高效益的良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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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出了各业务工作与内部审计的相互协调能达到互利共赢局面和实现增加组织

价值目标的结论。目前，数字经济兴起，信息技术不断进步，数字化审计、大数

据技术的发展和深化应用，也为业务与内审部门的协同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撑，与

此同时，业审融合增值理念的落地，为深化数字化审计提供了一个应用方向。

对比传统型增值审计，从组织各业务部门和内部审计协同的角度考虑形成的

业审融合增值型内部审计，形成独特的内审模式，有其自身的特点。第一，企业

开展业审融合的首要条件是审计与业务部门之间能进行数据交流，实现信息共享，

内审部门要能共享业务信息系统，嵌合企业的业务活动链条，深化嵌入式审计变

革，建立业务全过程监督机制，使内审部门能够做到动态把握企业的具体业务，

聚焦异常数据和变化，关注业务风险，形成审计风险点，并能提供合理反馈。第

二，业审融合注重互相协同，更加强调审计部门和管理层、内控部门、被审计的

业务部门之间的沟通合作，要求内部审计要主动沟通，进一步促进其他部门的认

可，倒逼审计部门增强能动性，协同内部审计与各个业务部门在数据与信息上进

行高效协作，共享风险点，实现良性合作。一方面，要求审计部门要将内审活动

积极嵌入到业务单位的活动中，另一方面，也要求各业务部门在业务活动中要强

化风险意识，融入审计理念，配合审计工作，以得到双赢的结果。第三，作为企

业日常监督的重要内设部门，内部审计可以根据经营管理的需要，随时对存在的

问题和风险进行调查，并且随着企业信息系统的完善、数字化审计的发展，内部

审计逐渐被作为业务活动中的一环，嵌入到各业务活动流程中，实时对各业务进

行监督。因此，对于发现的风险点和发现的问题，内部审计能及时沟通业务部门，

并立即报告管理层和治理层，快速要求有关职能部门和管理层采取措施，迅速纠

正存在的问题，防范可能出现的风险，并能对整改的过程和效果等进行监督，对

比其他内部审计模式，业审融合增值型内部审计时效性特征凸显。

2.2 相关理论

2.2.1 委托代理理论

委托代理理论基于两权分离产生，形成委托人和受托人双方关系，二者以契

约形式来避免利益冲突，但由于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现象，产生了代理成本。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业审融合视角下电网企业增值型内部审计研究——以 H 公司为例

15

为了有效缩小信息不对称差距，预防“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约束机会主

义行为，审计活动出现，从而以制度降低成本。因此，从委托代理理论来看，内

部审计就是委托人为了降低代理成本形成的内部监督，如果增加内审的成本小于

节约的代理成本，内部审计就实现了为企业增加价值。

随着现代企业规模的扩大，内部分权管理的发展，委托代理关系的复杂，委

托代理链条延伸，为了更好的提高组织效益，提高科学管理水平，内部审计的委

托代理关系经历了基于所有权监督需要、基于管理权监督需要、基于治理导向的

演变。现阶段，内部审计正处于治理导向的阶段，在治理层面上定位委托代理关

系，覆盖所有层级的委托代理责任，增强了内部审计的独立性，成为协调公司内

部各部门和各因素共同配合的重要抓手。第一层级主要针对所有者和经营者的委

托代理关系，为公司治理服务，满足投资者对经营者的监督，内部审计主要通过

在董事会中发挥作用实现；第二层是从经营者角度出发的自我监督，内部审计主

要以咨询的方式，提供建议，成为管理层的助手，协助管理层履行责任，是内部

管理的重要环节，助力企业达到价值最大化的目标。

2.2.2 价值链理论

价值链理论由迈克尔·波特提出，价值链是指企业的购产销等活动，是构成

企业价值形成的行为链条，分为基本增值活动与支持性活动，价值链管理要求每

个环节都能够为企业增加价值。在完整的价值链活动中，基本活动为企业带来更

直观的经济价值，例如通过采购、生产、营销等一系列活动，为客户提供所需商

品或服务；支持性活动之间互相配合，辅助基本活动顺利进行，包括人资、后勤、

内审等活动，服务于整个价值链活动，通过相互作用，提高每个环节创造的价值，

这是一种间接的增加价值的服务。作为管理工具，价值链管理的目标与内部审计

的增值目标相同，都是增加企业的价值；作为分析方法，许多公司使用价值链法

来评估各活动是否具有增值作用。对于能够作为价值链活动中的增值环节，就保

留这一环节，保证活动的充分运行；反之，对增值功能较小的环节，就以合并或

外包的方法解决，对于不具备增值功能的活动，则予以撤销。

根据价值链理论，内审活动被划分为支持性活动，是贯穿企业整个价值链的

子链，具有辅助作用，通过内部审计与公司各个业务活动进行相互融合，与各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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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活动涉及的部门进行协同运转，极大的优化企业价值链条，促进了公司的价值

增加，形成了新的增值审计模式。本文将通过对价值链理论的认识，研究公司整

体的价值链。

2.2.3 管理控制理论

管理控制理论是指根据既定目标和衡量标准纠正偏差的一种方法，通过监控

等手段，反馈和评价实施情况。管理控制具体包括计划、组织、信息交流及信息

评价协调，具体有前馈控制、同步控制和反馈控制的三个层次的控制，而内部审

计以业审融合对业务活动进行把控的逻辑点也是从事前、事中、事后、反馈多个

层次循环，形成了监督的闭环机制，其中重视反馈机制并将其加入业务环节，则

会使得审计活动更及时，业务过程控制更科学。作为内部管理的监督反馈机制，

本文从内审角度出发，结合信息系统，将审计活动嵌入公司的业务活动中，在考

虑战略目标的基础上，辅以数字化审计技术，将业务活动通过事前、事中、事后

的闭环监督机制形成融合节点，强化业务部门与内审部门之间的合作，并注重监

督和事后反馈机制，提高审计的效率和效果，提高内审产品的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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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案例介绍和分析

3.1 案例背景介绍

3.1.1 H公司基本情况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处于能源行业，鉴于公司电力资源的特殊性，是国家独资

企业，属于行业内的领军者，经营区域广，以电网建设、管理和运营为核心业务，

战略目标是建设具有卓越竞争力的世界一流能源互联网企业。H公司是国网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为 H 省重点电网企业，公司发电总装机 5620.42 万千瓦，太阳

能及风电装机规模居全国前十，是典型的“绿色电网”，公司的基本情况如表

3.1 所示，部门设置情况如表 3.2 所示，公司的 2021 年装机规模如表 3.3 所示：

表 3.1 H 公司的基本情况

年份 经营范围 职工
服务

客户

35 千伏及

以上变电站

交流

线路

2021
电力生产和供应、电力工程项目、发电厂

以及输变电工程、综合能源服务等

4.4

万人

906

万户
1232 座

7万公

里

资料来源：国家电网H电力公司官网

表3.2 H公司的部门设置情况

单位设置 本部部门（个） 二级单位（家） 县公司（个） 产业单位（个）

2021 年 23 28 80 1

资料来源：国家电网H电力公司官网

表3.3 H公司2021年装机规模

项目 发电总装机（千瓦） 新能源利用率

类型 水电 火电 风电 太阳能

>95%规模 957.41 万 2308.27 万 1373.19 万 981.55 万

占比 17% 41.1% 24.4% 17.5%

资料来源：国家电网H电力公司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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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H公司内部审计基本情况

与国内其他企业相比，国网公司是较早设立内审机构的企业。国网公司以管

审分离、资源节约为原则，由于其组织机构设置，构建了统一领导、分级管理、

分层负责的三级内审组织体系，形成了三级内审机构，包括总部的审计部和区域

的审计中心、省公司的审计部和审计中心以及地级市审计部。

H公司单独设置审计部门和审计中心两个组织，负责对省公司和下辖的县市

公司进行审计，其内审机构建立至今，已建立了具有国企特点、相对成熟的审计

组织机构，为地方电力电网的发展贡献了力量，2020 年，获得由国网公司授奖

的2019年度审计工作优秀单位、2019年度数字化审计平台建设优秀单位的荣誉。

公司采取“上审下”和“基层公司自审”相结合的审计形式，主要进行了经责审

计、工程审计、营销审计、各专题审计等工作。

目前，H公司内部审计认真贯彻执行国网公司数字化审计平台建设的部署，

通过把握数字审计的契机，以风险为导向，以嵌入式技术为支撑，监督和建议并

重，以强控制、提效益为目标，把电力活动价值链当做载体，对公司的价值链活

动关键环境进行了再塑，其中电网建设、资金营运、电力营销等基本业务活动，

运营监测、技术开发、内部审计等辅助型活动则被划分为支持活动，初步探索了

内部审计与价值链上其他活动的双向融合、审计部门与各业务部门协同发展的审

计模式。尤其在工程业务活动中，审计部门通过将内审活动嵌入工程业务流程中，

监督工程业务全过程，构建的审计模型涵盖了工程业务的各环节，充分发挥了内

审监督与评价的职能，并通过提供建议更好的提供了服务，形成了数字化条件下

具有地方特色的业审融合增值型审计模式，并得到了国网公司的认可。公司内部

审计模式的构成要素如图 3.1 所示：

图 3.1 业审融合内部审计模式的构成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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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H公司的经营管理特点及其对内部审计的影响

内部审计服务于企业经营管理，不同的企业业务类型、业务范围以及业务特

征都有所不同，其内部审计工作的重点和特点也会随之变化。毫无疑问，电力资

源由于其独特性，对内部审计工作的开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本文在针对 H

电网业审融合增值型内部审计模式的应用研究过程中，必须考虑到该公司自身业

务的特殊性，考虑其所处的环境，结合其经营管理的特点，进而展开深入研究。

电网企业的核心业务是电网的建设和运营，H公司作为国网的重要构成之一，其

运营管理的特点使得审计工作的重点也有所不同。

第一，电力是我国的基础能源，国家电网作为国有资产的重要代表，具有一

定的垄断性。因而，处于垄断行业的 H公司，国家监管严格，要求要与国家宏

观政策保持统一，并且满足当地生产和生活的需要，为经济水平提升提供电力保

障。鉴于此，公司开展内部审计时，要关注国家和地方政策，除了进行合规性审

计外，还应与政府的电力监管保持一致，审查政策的执行和贯彻落实。

第二，公司的目的是价值最大化，电能作为 H公司的主要经济产品，具备

商品属性；然而，在公司最终目的服务国民经济的这一视角，从坚持人民电业为

人民的宗旨考虑，电能也具有社会属性，社会价值和公益性成为决定发展深度的

关键因素，这要求公司必须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因而，电力输出的可靠性、公

益性等成为审计工作重点关注的内容。另外，公司对每一个利益相关者负责，受

社会监督，内审部门的设立不光是为了公司管理需要，更是为了保障社会的稳定。

因此，这要求内审目标必须与公司发展战略目标保持一致，为公司战略服务，内

审工作者应坚守职业道德，客观、公正、冷静地开展工作。

第三，公司的主要商品是无形的电能，不易储存，与其他经济商品之间的差

别是产供销瞬间平衡。因此，为了保障电力系统和电力供应的稳定，在对电力产

品进行生产、输送、调度及管理时，公司须加大资金投入力度，不断更新技术，

持续应用新手段。此外，随着特高压和智能电网的建设，投资行为的增多，对技

术手段和资金又提出了更高需求。对于 H公司而言，由于其资金需求及技术水

平的要求，在内部审计部门开展工作的过程中，必须重点关注资金和技术的相关

情况，重点监督检查资金的投入和使用情况、技术创新的投入以及二者带来的风

险等情况，减少浪费，降低财务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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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H公司主要业务有工程建设、电力营销、电价执行、电量电费结算、

国内外投融资等，业务活动较为复杂，对专业性的要求较高，并且公司的业务活

动包含的区域范围较大，下属公司较多，这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内部审计工作的困

难，提高了对内审员工的要求，尤其在不同的业务活动中，审计工作的内容和难

度以及审计风险均有所区别，内审要有不同的侧重和把控，尤其在项目组及成员

的安排、审计的关键事项、审计技术与方法的应用上等进行多方面的考量，以便

更好的完成审计项目，发挥出审计增值的效用，提高内部审计的高度。

3.1.4 H公司的价值链组成

H公司与大多数电力公司的内部价值链相似，基本活动主要包括电力营销、

工程建设等活动，是公司价值的主要来源，支持活动主要包括内部审计，电力监

测、纪检活动等，是价值创造的保障。公司内审工作中，通过价值链上的横向协

同，加上组织关系上纵向穿透，两方面共同落地，高效地履行监督职责，横向协

同的业务环节涉及价值链上的各个活动，主要包括电网工程建设、财务收支、电

力营销、内控、纪检等活动，纵向贯穿的领域是价值链管理的最末端，主要是基

层各单位、各供电公司等，进而达到降风险，提效益的目标，由此形成一条涉及

筹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电力生产和营销等活动的整个价值链条。按价值链

划分，公司的组织架构如图 3.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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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价值链活动中的公司组织架构图

3.2 案例分析

3.2.1 H公司业审融合增值型内部审计模式的初步应用

公司内部审计不断探索与基本活动的协同效应，以顶层设计、系统支持、风

险管理、部门联动为依托，本文在分析了公司审计与业务活动有机融合的内审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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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工作的基础上，构建了符合公司实际的业审融合增值型内部审计的模式，形成

了融合效应，如图 3.3 所示：

图 3.3 业审融合增值型内部审计模式

（1）顶层设计

价值链中每个环节的有效性，取决于企业的顶层设计，而内审功能的实现由

公司的战略部署和内部环境直接决定。目前，H公司为董事长兼党组书记负责制，

经营决策的最高机构是党组会议，内审工作服务于公司最高决策机构，独立性具

有一定保障，内审报告多移交党组会议审定，审定后的报告具有法定效力，权威

性效果较好。目前，公司的总审计师制度进一步强化了其内审机构的独立性，更

高效的协调了内部审计机构与其他部门的关系，有效地整合利用了资源，发挥了

内审的监督、建设职能，为审计结果的充分共享打下了制度基础。

公司构建了审计部门与管理人员的交流机制，促进审计与管理层的双向融合，

通过审计与管理层进行信息共享，增强了内审的全局性，更好地推销了内审产品，

提高了管理人员的审计意识，对内部审计的战略高度认识也更加明确。一方面，

内部审计通过对管理层的信息输出，增强管理层对内审在价值链上的增值作用的

支持，动态了解公司存在的风险和内部控制有效性，能更重视审计发现，对存在

的问题能及时采取措施，积极应对和规避风险，并将风险防范意识直接融入到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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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的经营管理中，由上而下地推动公司内部审计与业务活动的融合，优化公司内

控，提高管理水平，有效地避免或减少损失，充分发挥内审在公司治理、风险管

理区域的作用，以内审实现投资者对经营者的监督。另一方面，内审部门以访谈

的形式输入信息，以此来获得管理层强调的风险信号，提高内部审计的战略意识

和全局意识，提高审计项目的重要性和代表性，拓宽审计的风险关注范围，提升

审计的高度，并通过提供建议帮助管理层，助力企业增值。

通过以上方面的顶层设计，H公司的内部审计充分发挥了风险确认和咨询的

服务功能，通过对内部控制、绩效、风险管理等进行审计，在事前、事中和事后

形成闭环管理，找出了公司存在的问题，发现了潜在风险，提高了风险管理和防

范水平，减少了公司损失，有效促进了公司改进其经营管理。

（2）系统支持

审计部门充分利用公司的电力系统、信息系统等内部优势环境，进行数字化

审计工作，以信息平台提高数据利用率和利用效果，通过建设资源共享、信息完

整、数据可视化的数字化审计系统，形成了审计管理、数据中台版块，深入挖掘

数据价值，智能审计覆盖面大幅提升，为业审融合模式实行提供了系统支撑。

第一，建立全业务统一数据中心，提供数据服务，实现数据的可视化，增强

信息交流。作为全国第二批全业务统一数据中心分析域建设的推广建设单位，目

前，公司数据中心分析域已接入及同步 20 套二级部署系统、4948 张表溯源匹配

分析工作，整体匹配率达 90%以上。面对公司经营业务的变化和复杂，考虑到数

据的多源异构特征，数据中心管理数据接入、开发、应用等全过程，为数字化审

计提供了统一的运行环境、完备的数据资源及分析计算技术。由于数据来源跨越

不同专业，公司则以数据全息全景大屏，冲破了数据与数据、数据与信息、信息

与管理之间的障碍，为快速定位问题提供系统支持，为审计挖掘数据资产的价值

和管理创新提供支撑，有效推进了跨部门、跨业务的融合和数据共享。

第二，建立审计数据中台，形成整合型数据源，为数字化审计平台取数提供

基础。根据全业务数据中心和审计业务库，进一步形成全业务、全类型、全时间

的数据源，规划数据资源，提高数据的规范性和标准性，以全方位的信息视图，

为开展基于业审协同发展的增值审计实践提供数据支撑。根据审计模型以及考虑

其他审计事项的数据需求，通过存储审计模型分析数据中间表，为优化审计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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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数据，进一步促进模型更新，提升业审协同的效率。

第三，以审计数据为主形成审计系统，以经营活动数据为主形成业务系统，

根据内审的需求，搭建审计信息化平台，将内审系统与企业各业务各部门的数据

库整合起来，建立形成审计数据仓库，跨系统收集数据，满足审计人员的数字化

需求。审计信息平台实现了对数据全面多维的分析，强化信息监督与评价，为内

部审计与业务部门的联动提供了数据抓手，为业审融合增值型内部审计提供了系

统支持。内审部门与公司财务、人资、营销、运维等各个部门设立安全权限，形

成一体化获取数据的内部运行机制，形成审计信息系统，实时采集数据、智能查

询和过程监督，实现价值链活动信息的共享。另外，通过以项目为载体，内审部

门对工作心得和成熟做法进行应用，将审计先进理念、项目经验积极推广到审计

基层工作中，进一步强化理论对实践的指导，形成实践提升理论、理论促进实践

的良好循环。另外，开展审计工作时，审计人员不断相互交流和总结，积极反馈

审计工作在与业务部门的联动中遇到的困难和存在的不足，并及时解决，提高审

计结果的应用质量，协助公司进一步完善业审融合内审工作。

第四，公司内审部门以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业务活动的逻辑关系、内审活动

中的典型案例为基础，研发跨部门、跨业务、跨年度的大数据审计模型，总结项

目经验，构建智能化三维一体分析模型，为业审融合提供了分析工具和参考。公

司内部审计应用数字化技术，研究审计风险指标，创建从规则、指标、模型维度

进行控制的审计模型，为落实好风险预警做出了贡献。通过充分发挥审计模型的

关键作用，前移审计关口，以前馈控制提高审计的效率，进一步增强业务部门对

审计成果的及时应用，加深审计部门与业务部门的融合，最终实现管理目标。

（3）构建全面风险管理防线

公司构建风险管理的三道防线，以风险全面管理为视角，加强了公司内部审

计与主要业务活动的联系，将其使命划为统一的目标：防范风险，促进业务部门

与审计部门的协调与配合，提升风险管控成效。全面风险管理防线对于管理风险

尤其是防范舞弊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一道为公司各业务活动涉及的主要部门，

第二道是内部控制部门，第三道防线是审计、纪检等内部监督部门。虽然由于分

工协作的不同，各防线的工作内容有差别，但是，公司的各个业务部门与内审部

门处于一个有机整体当中，应当加强互相之间的配合，内审对业务活动进行循环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业审融合视角下电网企业增值型内部审计研究——以 H 公司为例

25

监督，来共同维护公司的整体利益。

内部审计作为第三道防线之一，为公司防范业务风险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公

司的正常运行保驾护航。公司的审计部门协同各级业务单位及其风控部门，对内

部环境和业务变化及时作出反应，及时发现公司在安全生产、工程建设、电网规

划、人资管理、物资管理等过程中的潜在风险，能做到在事前就对风险进行防范，

甚至可以抓住风险带来的机遇。公司审计部门在审计公司的各项业务活动时，以

问题为导向，查找存在的问题，以直接挽回损失的方式增加公司价值。同时，内

审部门以风险为导向，评价公司的风险管理，向董事会提供公司风险管理活动效

率的保证和建议，并进行监督整改，验证整改效果，通过为公司风险管理工作提

供评价和咨询服务，协助管理层，直接为公司增值。

（4）强化价值链基本活动

公司通过强化其价值链上的基本活动，构建业审部门联动机制，加强内部审

计对关键业务活动的关注度来实现业审融合。内部审计作为信息反馈系统，对价

值链的全过程监督和评价，其通过识别并揭示关键业务环节的低、中、高风险点，

形成重要业务环节的监督合力，形成咨询与建议，健全内部审计对问题的发现、

移交和整改的管理闭环，实现关键业务监督全覆盖，不断推动公司内部审计与业

务活动的融合、内审部门与各部门的联动。目前，H公司主要在工程审计方面实

现了业审融合的实践。

在工程审计中，公司积极落实党委关于“融入式”工程审计的要求，采用“嵌

入式”审计方式，实现了内部审计与工程建设活动的契合。“融入式”工程审计

利用信息技术，以审计智能系统为主，以工程管理系统为辅，把内审作为工程管

理的其中环节，融入工程全过程流程，设立管理模块，从项目台账管理、报审管

理、作业管理到整改管理等，开发了工程审计监控流程体系，形成事前、事中、

事后的监控过程，对工程项目实施全过程跟踪审计，实现工程审计的闭环管控，

形成工程审计流程图，如图 3.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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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工程审计流程图

在工程审计项目中，内审主要关注立项管理，评价项目流程并提出建议，并

督促审计发现的问题整改落实。通过与工程管理部门定期沟通，明确工程项目的

全链条节点，在本部及各基层单位开展线上管理，开发审计中间表，建立数字化

审计模型，查询异常和疑点，并针对以往工程审计项目中的风险频发区，构建工

程项目的风险库，关注日常监控中存在的疑点，搭建工程项目疑点库，自动下发

疑点工单，实时跟踪业务全过程，与工程竣工结算同步编审，内审以边做边审做

到实时监管、及时纠偏，提高了工程质量，节约了项目成本，进一步完善工程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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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程竣工结算、决算管理，为公司实现内审全覆盖扎牢坚实的基础，达到了

内部审计预防风险、提高经营效益的目标。最后，将工程风险作为运营监测的目

标，监测部门依托风险库、疑点库，进行重点监测，采取即时跟踪、及时反馈的

方式，强力支持工程审计。

3.2.2 H公司业审融合增值型内部审计模式取得的成效

H公司自应用业审融合价值增加型审计模式以来，在以下几方面取得了很好

的效果，充分验证了业审融合增值型内部审计模式在电力企业的先进性与可行性。

（1）提高了内部审计的效率

公司内部审计部门通过业审融合模式的应用，与各业务部门初步建立了良好

的关系，在 2020 年的内审攻坚专项行动中，内审部门将审计活动融入业务活动

流程中进行实时监督，在 100 天时间内发现了 3880 条疑点线索，使得对问题的

定位更精准，夯实了现场审计的基础，高效率、高质量地完成了近 400 项审计项

目。2021 年的配农网审计中，30 天完成了 275 项工程两算和全过程审计，内审

的效率不断提升。

（2）逐步规范了公司的工程管理，提升了内审的价值

公司内部审计在工程审计项目中，建成了工程建设过程数据库，构建了涵盖

工程全过程各环节业务的工程审计模型，自建工程审计疑点逻辑，自建工程审计

中间表 13 张，形成了工程项目中“业审融合”的模式，2020 年，公司工程审计

项目较 2019 年增加 720 项，共完成 906 项。将内审活动嵌入工程活动流程中，

通过跟踪关键环节，有利于及时发现异常情况，不断揭示风险及问题，并能立即

与业务部门和风控部门、管理层等进行沟通，提出符合业务部门的实际情况、可

操作性强的应对措施，能更快的落实提出的管理建议和落实措施，提高了工程审

计的效率，进一步的规范了公司的管理。在工程审计中，内审人员以节约成本为

出发点和落脚点，重点关注项目投资收益比，极大的促进了工程资金使用的效率，

促进了公司工程项目的精准投资，从而使得工程效益达到最大化，公司经营效益

得到进一步提升。

（3）减少了违法违规问题的发生，推动公司高质量健康发展

从业审融合理念在 H公司的实践应用中看，公司通过业务活动和审计工作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业审融合视角下电网企业增值型内部审计研究——以 H 公司为例

28

的相互融合提高了审计服务的质量，为内部审计服务于公司发展战略目标提供了

保障，整合审计资源服务公司最高战略决策，推动实施有关重大决策部署，从全

局和相对独立的角度提出了风险警示及措施，实现了审计与业务的全过程联动，

对主要业务及业务流程加强审计监督，对重大事项进行全过程监管，保证了业务

风险的可控度、能控度、在控，揭示了存在的一些不合法、不合规的问题，总结

形成典型案例手册，积极推动从源头解决问题，提升了公司的风险管控能力，推

动了公司对业务流程和制度的完善，一定程度上杜绝了部分违法违规行为的发生。

仅在 2021 年的一二三季度中，公司盘活闲置资源约 7000 万元，营销稽查和反窃

查违等共增加了约 7500 万元的收入，有效提高了资源利用效果，减少了公司消

耗，对实现公司价值增加目标、推动公司高质量健康持续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3.2.3 H公司业审融合增值型内部审计模式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综上所述，H公司初步应用的基于业审融合视角的增值型内部审计取得了很

好的效果。但是，业审融合增值型内部审计模式是在实践基础上的进一步凝练概

括，需要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随时调整，尤其是伴随着技术的更新进步和公司内

外环境的变化，需要不断的对其进行优化。并且，鉴于业审融合增值型内部审计

模式目前还处于探索发展阶段，在应用的过程中难免遇到各种问题。因此，根据

H公司的特点和业审融合的增值领域，为了更全面的评价业审融合，本文选择借

鉴平衡积分卡思维，来分析公司内部审计存在的问题，从客户、审计成果、学习

与创新维度，剖析了 H 公司以业审融合发挥增值作用的内部审计模式应用中的

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1）客户维度

内审客户主要包括投资者、各外部机构、公司内部各机构等，其中内部机构

包括董事、管理层、各业务部门等。从治理层面定位内审的委托代理关系，内审

既是所有者对经营者的监督，也是经营者的自我监督，鉴于内部审计是企业内部

的评价活动，审计成果的效用发挥主要体现在内部客户的应用中，报告的主要使

用者是内部机构和人员，因此，从内部客户角度出发，分析 H 公司业审融合内

部审计的初步应用中存在的问题，发现业审融合的范围还不够宽，内部审计的纵

向穿透能力与比较较弱，业审融合的巨大效应还未完全发挥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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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内部审计仅与价值链活动上的部分活动进行了融合，与价值链上的全业

务链活动的融合程度还远远不够，内审活动并未完全嵌入到各个业务部门，与辅

助活动融合程度如纪检、电监、法务等力量的联动还不到位，与各部门协同的有

效性还不够，整个内部监督不够高效，信息共享和成果共享不够及时，跨部门之

间的沟通效果不理想，业审融合在基层单位的增值效力发挥较弱，业审融合思想

还未在公司的整个价值链活动中发挥出应有的效应。在一定程度上，这也导致了

公司各业务部门对内部审计工作的满意度不同的局面，业审融合程度较高、效果

较好的业务部门对内部审计工作满意度较高，但也出现了业审融合程度低甚至没

有进行协同的部门对审计工作不满意。

究其根源，首先是因为 H 公司部门较多，下属公司也比较多，内部审计与

各业务部门之间的跨部门协作尤其需要贯穿下属供电公司的现实需求，对公司内

部审计部门现有的人数具有一定挑战性。其次，业审融合要求内审工作者具备较

高的综合素质，包括掌握会计、审计、公司所处行业、风险管理等专业知识，具

备数据分析能力，熟悉公司业务活动和流程，了解各业务系统；由于 H公司的

业务系统发展较早且更新较快，数量繁多，大部分审计人员并未能及时、完全掌

握这些技能。另外，公司管理层虽然比较重视内部审计，但在整个公司层面，审

计文化并未得到广泛的传播，公司的审计氛围还不够好，总审计师制度的作用还

未完全发挥出来，部分下属供电公司对内部审计不重视，甚至存在抵触情况。同

时，由于大多数时间与内部审计对接的各业务部门是其负责人或者少数代表，大

部分员工与审计的直接接触还是比较少，对审计工作的内容及职能一知半解，对

内部审计防范风险的价值认识不够到位，部分员工对于内部审计的认识存在偏颇，

甚至存在阻挠的情况，普通员工在日常业务活动中应用审计思维和审计成果促进

生产经营的情况还是比较少。

（2）审计成果维度

H公司审计发现问题核实率还有很大提升空间，审计成果应用不充分，审计

成果转化成增加价值成果的效率还不高。在 H公司审计部门应用业审融合理念

的实际工作中，审计与业务的融合效果不高，内审部门与各业务单位的联动性效

果还不够好，存在部分审计发现的问题不符合实际，提出的建议可行性不足，建

设性作用效果差，造成部分审计项目的成果利用率不高，更降低了各被审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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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内审的认可度，一定程度上使得审计项目中发现的问题，出现屡发屡改屡犯

的现象。

对于内部审计成果的应用，除了体现在实施的审计项目范围中，更体现在日

常的审计服务中。H公司在日常审计工作中对业务部门的提供的有效的风险分析

服务和业务咨询服务不到位。为了能进一步了解目前公司内部审计日常服务的情

况，于 2021 年 10 月至 12 月对 H公司的部分员工进行了实地访谈和线上访谈，

本次访谈对象主要为公司的部分业务人员，主要对公司内部审计平常的工作内容

和满意度方面进行调查。通过对访谈结果进行分析，发现在二十余名受访者中，

有近百分之八十的人期望审计部门能够加强日常咨询和建议的服务，近百分之六

十的人期望能得到审计部门的风险警示和防范的服务，这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业务

部门在向“要审计”转变，对日常审计咨询建议和日常风险防范预警需求强烈，

但在对公司内审满意度的调查中，发现目前员工对内审在日常建议咨询方面的满

意度在百分之四十五左右，风险防范预警工作的满意度在在百分之五十左右，这

体现了公司内部审计在日常活动中，增值服务还不够到位，对业务及其流程了解

不够透彻，提出的建议与实际可能还存在偏差，使得审计的效果不够好，审计部

门需要进一步加强与其他部门在日常工作中的联动，提升内部审计在日常活动中

的增值效能。

探究原因，主要是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审计人员主动意识不够强，审计

人员对于公司各部门尤其是处于公司基本活动上的业务部门的需求了解不够，更

多的审计工作是针对相关部门委托或者管理层授权等方式进行，审计部门选项时

对于业务部门自身的需求考虑还不够。第二，业务部门对内部审计历来已久的隔

阂较深。业务部门对内部审计的认知，受之前侧重事后审计的影响较深，认为内

部审计事前不说，事后找事。并且，在审计工作完成征求意见时，被审计单位与

审计部门相互理解性不够，被审计单位尤其对于审计发现的较为片面问题的不认

同，这加剧了被审计单位对审计的不信任。第三，因为部分审计项目的特殊性，

公司内部审计的整改执行周期较长，内部审计对长期的整改项目的监督仍存在不

到位的情况，使得审计成果验收效果被打了折扣。第四是管理层对内审审查对象

的后续监督和整改验收情况支持和反馈也不到位，这使得内审部门经常重抓轻放，

审计价值没有落到实处，可能会出现被审计单位或部门对于审计意见“明面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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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则不改”的态度，仅是“隔靴抓痒”，甚至出现“屡改屡犯”的情况，进而最

终引起内部审计效果不理想的后果。

（3）学习与创新维度

H公司增值型内部审计人员系统不够完善和全面，大部分审计专职人员对公

司电力相关的专业知识掌握不够，部分审计人员数据分析能力较弱，使得公司基

本活动和内部审计融合的效率被大大降低，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审计质量，增加

了业务部门对内审人员工作水平和成果的质疑，形成了恶性循环，使得审计成果

未能完全落到实处。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大数据审计的不断深化应用，大数据分

析技术在审计方法中也越来越重要，远程审计、线上监督的内容越来越多，这对

内审人员提出了更高的技术上的要求，而目前公司较有经验的审计人员对数据分

析技术的掌握和应用不够熟练。现在，公司的内部审计人员最新招聘正在往计算

机专业方面靠拢，招聘了部分具有计算机背景的审计人员，但这些审计人员在审

计思维、流程方面的培养又有欠缺，这也限制了审计业务的深入展开。并且，随

着内部审计与其他支持部门的联动性不断加强，现有的审计人员无法满足多样化

的内审工作要求，内审工作开展的效果不够好。

究其原因，主要是对审计人员的专业教育不够全面。首先，在对审计人员进

行培养教育时，除了对审计人员审计思维、审计方法的培养、大数据技术的培养

外，要注意各个行业的业务流程和基础知识的培养，能对业务的基本流程和业务

的风险点等进行梳理。尤其对于职业规划是内部审计发展方向的人来说，要在学

生时代就重视对各个行业的专业知识的积累或者是想要发展的行业方面的专业

知识的积累。由于电力专业知识比较庞大复杂，大部分内审人员在审计工作前并

没有相关的行业基础知识为支撑，内审人员仅经过短期的培训无法掌握和应用公

司电力业务的专业知识，内部审计人员对业务知识掌握不够。目前，内部审计人

员要强化数据分析技术的应用，不能一味的在审计工作中聘请专家，这些工作是

外部专家不能代替完成的，这极大的制约了内部审计效能的发挥。其次，目前，

公司内部审计部门的人员只专注于擅长的审计项目，对于不擅长的审计项目选择

不去了解，虽然经验老到，职业判断能力较强，但对一直进行的审计项目已经形

成了固定的思维，创新精神不足，有时反而不容易发现问题，没有完全的发挥出

审计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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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H公司业审融合增值型内部审计模式的优化

4.1 优化原则

优化增值型内部审计模式遵循一致性原则，也就是说，优化后的业审融合增

值型内部审计模式是对 H公司不断从实践工作中摸索发展而来的内审模式的继

承和进一步探索，两者在方向上是一致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内审模

式中，内部审计的目标与审计准则对目标的要求一致，以及内审目标与公司经营

理念及经营目的也保持高度一致。二是优化后的增值型内部审计模式继续是以业

审融合为落脚点，从价值链理论出发，进一步深入公司价值链条，重视价值链上

的每一项活动，着重考虑公司的中心业务，以进一步深化业务活动和审计活动的

双向深度融合促进增值为角度，对增值型审计模式进行优化。

4.2 优化建议

通过以上对H公司运行中内部审计与基本活动和辅助活动的协同效应探索，

对业审融合内审模式应用的问题及原因进行分析。接下来，本文以相关理论为基

础，对内审模式进行了优化，通过模拟形成更有效的内部审计与业务活动有机融

合的内审模式（如图 4.1 所示），优化后的模式关注公司价值链上的所有活动，

重视审计与业务部门的长效沟通机制，在审计监督闭环机制中加入反馈机制，以

事前、事中、事后和反馈的结果运用，形成闭环管理，发现问题并及时整改，对

潜在的风险进行防范，减少公司损失，促进公司改进其经营管理，以进一步增强

业审融合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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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优化后的业审融合增值型内部审计模式

4.2.1 优化顶层设计

鉴于电力资源的特殊，考虑到经营管理的特点，公司要进一步强化内审的政

治功能，在审计全过程全环节落实党的领导，以内部审计师制度的高效作用发挥

为保障，协助公司党组织管理内审工作，把党组织的重要决策贯彻内审工作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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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执行组织“一把手”负责制，注重发挥公司党组书记领导审计工作的作用，

增强内审的独立性和权威性。

为了更好的强化业审融合，发挥内审的协调作用，公司要健全内部审计定期

向公司党组定期报告的制度，进一步提高管理层对内部审计重视度，加强党组织

对重要内审项目的管理，从公司决策层方面重视内部审计，在重大决策上、日常

管理中加大对审计成果的利用，对审计汇报的具有普遍性、典型性的问题及时研

究，采取措施，从体制机制上探索治本策略，以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实现内部审计

的增值效用。另外，公司要继续深化应用总审计师制度，进一步明确总审计师地

位，从实际情况发展出发，从细化职权、严格任职条件和深造学习等方面，推进

总审计师制度的有效运行，形成以总审计师为组长的审计工作小组，形成符合实

际的内审工作体系（如图 4.2 所示），进一步发挥总审计师的效用。

图 4.2 业审融合增值型内部审计工作体系

4.2.2 深化融合程度

要更好的实现增值，公司内审必须深化与价值链上的基本活动相互融合的长

效机制，深化与业务部门的融合程度，提高纵向贯穿的效力，加深下属单位把审

计活动融入业务活动的程度。公司要在把握信息系统平台打破审计与业务数据之

间壁垒的契机的基础上，继续深化与业务部门的融合，内部审计人员除了利用信

息平台获取信息和数据外，必须要突破传统的审计思维，提供更优质的服务，转

变业务部门对审计的对立态度，遵从开展公司全面审计的趋势，做好服务，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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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参与式审计，形成事中的监督和及时反馈，以推进审计目标的进一步实现。

首先，要构建审计与业务活动长效互学机制，打破内部审计部门与各业务部

门尤其下属公司等在以前形成的对立关系，促进两方协同发展的景象。为了切实

解决好问题，需要深刻理解产生问题的原因，通过培训学习，可以使得双方更了

解对方的工作内容和意义，从而降低审计与业务在融合过程中产生的相互排斥。

在内部审计项目完成后，公司内部审计员工把业务流程上的薄弱环节进行具体地

描述，把出现的实际问题和风险点及时与业务人员进行交流，并与被审计部门的

负责人进行交流，一方面了解了业务风险点存在的原因，为实际解决问题提供了

支撑，另一方面，使长期与业务打交道的基层业务工作人员近距离接触审计、理

解审计。同时，内部审计通过定期邀请公司的业务部的精英，适时开展对较为专

业的业务流程的培训活动，加强公司审计人员对业务流程和活动的熟悉度，提高

找出问题线索的能力，审计人员以审计专业视角，从提质增效出发，对业务活动

的关键风险点进行分享，减少双方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干扰。

其次，要加强业务人才流动，为审计人才库提供人员储备。在内审部门现场

的审计活动中，在业务部门和人员积极使用审计产品的过程中，在内审监督各业

务部门整改的过程中，加强业务人员对内部审计的了解和认可，在既有业务专业

知识的基础上，摆脱对内部审计的刻板认识，加强风险意识，成为具有审计思维

的业务精英。因而，公司应该在不影响内部审计独立性的基础上，规避可能会影

响到独立性的风险，重视各业务部门员工的意愿，通过设立业务专家转型储备库。

一方面，在内部审计执行不同项目的业务审计时，其他部门的员工以掌握的业务

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为依托，更精准地为审计工作建言献策，提出符合实际情况

的问题与建议，审计部门通过实时搜集业务人员的意见，以审计信息系统整合和

呈现出来，内审员工根据建议不断完善审计计划，优化审计活动的流程，节约资

源，提高监督的及时性，增强审计成果的精准性。另一方面，公司以形成的业务

专家转型库为基础库，遴选有意愿的业务人员，开展审计培训活动，选拔培训人

员进入审计人才库，在不影响独立性的前提下，形成部分项目的临时小组，以绩

效考察表激励其发挥作用，为业务部门的人员提供向复合审计人才转岗的平台，

对于没有选拔进入人才库的业务人员，也可以从培训中学习到审计知识，树立风

险思维，梳理业务流程，为后续更好的进行业务工作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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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拓宽融合范围

随着内部审计内容的拓宽，内部审计与业务活动融合的范围也要进一步拓宽。

内部审计部门要将内审活动进一步嵌入到重大政策落实项目、内部控制活动、大

额资金使用项目以及各业务活动流程中，将业审融合审计实施范围逐渐开拓到公

司价值链活动中的所有活动中，形成包含整条价值链上的业务活动的审计范围，

把电网建设、电力生产和运营到电力销售、电价执行等活动中都纳入审计活动，

将内部审计于运营监测、纪检监察等监督活动相互融合，形成高效的联动机制，

与公司所有部门都形成良好的合作和服务关系。

拓宽“嵌入式”审计应用的范围，将“嵌入式”审计项目逐步在资金活动、

输配电定价业务、变电运行活动、维修活动等各个业务的流程中落实，把重点配

农网等项目逐步纳入持续审计的范围，在聚焦主业的同时，将内部审计活动嵌入

到价值链活动中的各基本活动中，对重大项目实施全过程跟踪，对一般项目进行

风险监控，加强内部审计与在价值链基本活动中涉及到的主要业务部门的联系与

沟通，以嵌入式工程审计发展为契机，形成资金、购销、工程建设等各领域的参

与式审计，整合审计项目，逐渐融合形成持续审计，进一步拓宽监督领域。

加深内部审计与其他支持性活动的有效融合，合理整合内部资源，提高各项

支持性活动的效益。在内部审计的闭环管理中，要加强对其他辅助部门工作的利

用，与电力监测中心和纪检部门通力合作，互通有无，通过积极沟通和协作，关

注线索的分享，完善问题移交机制，升级风险系统，进一步提高审计发现问题的

效率，强化内部审计的威慑效用，建立电监提供数据——审计发现问题——沟通

并反馈风险和审计发现违规线索——沟通并移交线索——纪检深挖并严肃处理

的有效机制，强化全员重视和配合审计的良好氛围。一方面，内部审计部门要加

强与电监中心的联系，主要通过分析业务活动，梳理业务风险点，将风险点及时

与电监中心共享，并依托电监中心的信息平台和系统，监测业务数据，分析数据

发现风险点和异常，对存在的问题以形式多样的审计报告展现出来，并提出建议

以解决问题和规避风险，通过内审强化公司的自我管理；另一方面，要定期和不

定期与纪检监察部门沟通，借助纪检部门的权威性，将审计中发现的有关党风党

纪且影响公司安全平稳运行的违法线索与事件，为发现和遏制腐败行为发挥独特

优势，及时与纪检监察进行沟通和共享，将资料进行移交，纪检监察部则借助审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业审融合视角下电网企业增值型内部审计研究——以 H 公司为例

37

计发现的线索，深挖深查，全面揭露违规违纪问题，曝光和严厉处罚出现的违纪

现象，积极推动审计结果整改，惩治腐败行为。

4.2.4 规范审计成果应用

坚持业务部门运用内部审计成果，增强业审融合协同效应，是强化审计成果

应用的必由之路。公司内部审计要进一步强化战略和系统思维，重视综合分析判

断，不断提高工作质量，和业务部双方相互协同，发挥内审的反馈效用。其中，

审计整改作为内审工作的重要步骤，是最终效果的体现。重视审计整改，增强反

馈环节在内审循环中的效果，增强整改监督、提高整改工作的效率和效果，是提

高业审融合增值型内部审计效果的重要一环。

公司管理层要健全沟通机制，强化内部审计项目负责人和业务部门的负责人

及各员工定期和不定期召开座谈会的机制，内审部门要以多样化的表现形式，实

现互通互促的增值路径。对内审来说，重视与业务部的沟通，能准确了解业务活

动流程，对出现的异常和原因做到心中有数，提高审计质量，进一步增强业务部

门对审计成果的运用，并反推内审人员使其发展成通业务的审计专家。对业务部

而言，及时与内部审计进行沟通，能提高业务部门普通员工对审计活动的认识，

从思想上更加重视内审成果，提高内审成果的应用效果。而内审的工作成果确实

也为业务部门提供了诊断，一定程度上进行了预警，促使业务部能自查自症并进

行自究，对习惯性错误进行纠正，形成自觉纠偏、风险导向的业务思维，成长为

通审计业务精英。

公司内审部门要坚持“即查即改”，通过深化内部审计活动对业务活动的过

程管控，将内审发现和建议进一步融入到项目过程管控中。一方面，内部审计人

员通过较好监督公司被审计部门、内部控制部门等各部门规范的应用审计成果，

进一步规范业务活动的流程，规避相关风险；另一方面，内审人员通过找差距、

析原因，为以后更好的完成审计工作积累了经验，增强了内审的有效性。与此同

时，要将审计整改内容与电监部门共享，增强电监活动中对整改情况的观察，在

审计整改中与电监中心形成监督合力，节约资源，一定程度上应用电监工作成果，

从侧面了解和验证整改效果，进一步形成审计项目从结束到整改到整改验收最后

收口归档的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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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审整改监督工作针对性比较强，是保障内部审计成果得到充分利用的重要

手段。公司内部审计要增强对审计成果整改情况的验收，重视对问题整改的监督、

检查、核实，形成整改台账，以约束机制促进整改成效。一方面，公司审计部门

要健全审计整改验收问责机制，进一步完善一把手负责制，由各部门负责人和审

计部门负责人、审计各项目负责人共同把关整改方案，强化部门专业负责人的牵

头作用，通过内审部门的审计整改台账，指导监督整改情况，以定期通报的方式

落实好审计整改，加强审计成果的应用。另一方面，从考核机制上形成约束，把

审计整改成效纳入公司对各部门和各部门负责人的考核指标中，把审计产品的最

终应用效果纳入审计整改验收人员的工作考核项目中。当出现不落实不整改的现

象，甚至发生屡审屡犯情况，深入了解原因，排除审计质量等因素后，根据落实

现状，对包括各业务部门负责人、整改主体、整改验收负责人等相关人员进行严

厉处罚，处罚包括但不限于职位变动、工资与绩效等；对于整改完成情况较好的

部门和整改负责人进行多形式的表彰奖励，形成惩戒和激励机制，督促相关人员

在整改过程中亲力亲为，主动担责，最终实现内审人员监督整改的工作及相关业

务部门和人员进行整改的工作的双赢。另外，公司要增加审计发现问题整改回头

看行动频次，严格整改工作分层负责制，核查整改台账，对于历史遗留的难整改、

未整改的问题持续关注，加大整改力度，促进“老大难”问题的整改，强化审计

成果的应用。对历史审计中发现的问题涉及到的重点业务重点关注，监控异常数

据，使审计监督和分析形成常态，从实际中进一步观察问题整改的到位情况。

4.2.5 改善部门之间的关系

业审融合将内部审计向增值型转变，公司内审员工要在审计工作中践行服务

意识，创造新形象，从业务部门的角度思考，提出科学合理的建议，与业务部门

的员工成为互促互进的伙伴关系，改善内部审计和业务部门的关系。第一，要关

注业务人员的需求，了解业务部门的现实需要，结合其需求进行审计项目的实施。

第二，在审计闭环中形成服务思维，事前主要履行风险预警职能，事中以实时监

督和咨询建议职能为重，事后环节以评价和监督整改为主，同时对于业务事项中

存在的问题和业务流程中的风险，要主动向业务部门说明缘由和依据，提供合规

的解决方法，形成科学合理的整改措施，反馈环节中则要关注整改情况，提供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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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指导。第三，加强公司审计员工与和业务员工之间的交流，促进双方的相互理

解，形成容错思维，形成包容的审计环境，让两者能取长补短，提高工作水平，

共同为公司创造价值。公司员工要正确认识内部审计，鼓励和要求内部审计为企

业规避风险，进行决策、优化流程、改善管理等提出建议，并一定程度上能容许

内部审计发现的问题或建议与实际存在一定的偏差，能包容内部审计人员对业务

活动认识的偏差并及时予以沟通，以增强内审人员的行业知识和专项审计活动的

经验，提高建议的可行性与可操作性，优化审计产品。

4.3 业审融合增值型内部审计优化模式的应用效果

优化后的业审融合价值增加型审计模式更加科学，有利于大幅提高审计质量，

进一步规范公司的业务流程，促进企业挖潜增效，实现精益化管理，推动公司数

字化转型发展，更好地发挥为公司增加价值的作用，助力公司实现目标。

4.3.1 内部审计质量大幅提高

优化后的业审融合增值型内部审计模式紧密围绕价值增加的宗旨，借助信息

化平台，通过充分利用互联网共享机制，以大数据手段为辅助，要求内审部门聚

焦事前、事中、事后及反馈环节，分别发挥“业务型审计专家”“数据分析师”

“管理谋士”“监督执纪者”的作用，有利于实现内审与各业务部门通力合作，

与被审计部门形成良好的、健康的服务关系，与支持性活动中涉及的各辅助部门

形成科学的、合理的合作关系，使得审计工作的效率和效果变得更好，使得内审

质量得到大幅提升，更好地节约成本，实现内部审计的增值效能。一方面，有利

于整合企业内部的资源，提高数据利用率，进一步优化内部审计资源配置，减少

管理内耗，快速锁定风险点，合理压缩时间，提高审计效率；另一方面，有利于

大幅提升内部审计发现问题的核实率，进一步提升审计成果利用率，提升审计意

见及建议采纳率，优化审计流程和审计行为，增强各业务部门对审计工作的满意

度，实现业务部门从“被审计”向“要审计”的转变，提高内审的效果。

4.3.2 扩大审计监督覆盖面，实现内部审计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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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后的业审融合增值型内部审计的融合范围广泛，信息技术应用程度高，

有利于内部审计不断创新技术手段，形成各业务活动的审计项目常态化展开形式。

一方面，有利于审计监督领域从单一的业务活动向多专业活动领域延伸，实现在

电网规划、营销、财务、电网安全、工程项目、客户服务、国际金融等多个活动

的展开，扩大内部审计的覆盖面；另一方面，通过全业务信息平台的不断完善，

有利于形成公司各个业务活动的全过程管理和跟踪管理，进而逐步推进对业务流

程的全覆盖的实现。

4.3.3 规范业务活动流程，提升精益化管理水平

优化后的模式通过建立的沟通联动长效机制和整改监督长效机制，形成了内

部审计与公司业务活动融合的运营环境，有利于实现即查即改，即时有效的与各

业务活动的部门负责人、内部控制部门及管理层进行沟通。一方面，实现内部审

计通过管理建议推动审计成果的转化，优化业务管理流程，规范资金和物资使用，

提升电网建设和运营、电力营销的效益，完善管理规章制度，进一步提升内审防

范风险的能力，强化服务功能，实现内部审计在价值链活动中的增值效能。另一

方面，有利于提高业务部门同时进行自查的水平，增强业务部门的风险思维和审

计思维，盘活公司的闲置资源，有效的化解各项目风险，提升各业务活动的精益

化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公司的经营管理的合规水平，以内部审计实现企业价值

增加。

4.3.4 保驾公司数字化转型

将“业审融合”理念深入应用在内部审计工作中，有利于促进公司数字化转

型。业审融合增值型内部审计模式坚持监督与服务并重的理念，有效履行职责，

充分发挥保护价值和创造价值的作用，与公司的数字化发展相互促进，一方面，

信息系统和软件技术的应用为实现业审融合提供了系统支持，数字技术的进步则

带来了技术支撑，另一方面，内部审计活动和业务活动进一步融合、内审部门与

公司内部各部门进一步加深联动关系，也为数字技术的发展和进步提供了动力，

为公司的数字化转型带来了力量。

另外，业审融合增值型内部审计将数字化审计提到了更高位置，更关注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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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字化转型，有利于进一步增强对公司数字化转型战略规划落实情况的审计，

有熟悉企业各业务部门综合的现实应用情况的优势，有利于从风险的角度，对与

数字化转型有关的风险管理制度和内控制度进行评价，进而提供科学合理、高时

效和强针对的意见和建议，帮助公司完善相关的内控制度，提高公司信息数据的

安全保护水平，提升公司风险控制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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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电网企业全面应用业审融合增值型内部审计模式的建议

5.1 维护内部审计独立性，保障内部审计客观性

内部审计要想得到各方的认可，履行职责，实现价值增加和改善管理的效果，

就需要维护其独立性，以独立性为手段实现其客观性，取得各方的信任和支持，

开展审计工作。由于内部审计本身具有相对独立的特点，而业审融合视角与独立

性又形成了潜在的冲突，尤其当内部审计嵌入到业务活动流程当中时，不免存在

环境影响独立性的风险。然而，在实际工作中，内审工作者又需要掌握企业的具

体情况，应用多领域专业知识，与其他部门和人员进行合作，充分利用资源，提

高审计效率，实现审计增加价值的目标。如果过分强调独立性，内部审计工作实

际效果也会大打折扣，不利于内部审计达到增值的效果。电网企业要想应用好业

审融合增值型内部审计，就要处理好业审融合和独立性的冲突关系，聚焦保障内

部审计的客观性，从适当的矛盾中促进内审的高质量发展。

一方面，维护内部审计独立性，要从内审的层级委托代理关系出发，坚持内

部审计机构在治理结构中直接向最高决策机构服务，向党组会议报告，坚持一把

手党委书记负责制，进一步发挥各二级单位总审计师的作用，在制度上保证内部

审计的独立性；另一方面，由于内审的独立性依附于客观性，要从保障内部审计

的客观性入手，注重实质上的客观，完善内部审计质量考评体系，以积极的管理

举措影响内审人员客观性的风险，以规范化管理保障其客观的精神状态，鉴定其

工作成果，提高说服力，以此来真正实现内审的专业和权威。

5.2 应用“数字+审计”模型

在电网智能化的持续深入的背景下，电网企业进入大数据时代。电力双碳行

动的落地，有力促进了行业绿色转型，推动了电网向更加智慧、更加泛在、更加

友好的能源互联网升级；因此，随着电力数字业务不断发展，电网企业需要依靠

主业资源优势，拥抱数字化，做强做优数字业务。电网企业内部审计部门必须通

过信息化平台建设、审计模型库建设、应用大数据分析技术三方面实现“数字+

审计”模式，实现持续在线可视化监控，为业审融合的实现提供平台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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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建设审计信息平台

信息化建设一直在路上，为更好地依托信息技术，为业审融合增值型内部审

计应用提供技术支持和动力，电网企业要紧跟公司业务系统和业务数据日趋集中

的发展变化，一方面，完善嵌入式审计系统，推动以多系统信息采集为数据源全

覆盖审计信息平台建设，以可视化、可扩展、可互动、流程清晰化的特点，进一

步实现资源共享，加强内部审计与公司其他部门之间的数据交流和整合，发掘大

数据审计远程持续监督的职能；另一方面，要加强对数据安全的保护，加强对云

储存的数据安全保护，内审部门要进一步与互联网事业部、高校、科研机构进行

联合，开展数据安全防护课题研究，完善现有的审计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机制，严

格落实审计信息安全防护责任，对获取的数据实行严格的保密制度，对数据的管

理进行严格的授权，减少人员的干扰，保证数据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并在技术层

面和人力监督层面对数据访问进行监控，及时对违规的数据使用环境及行为采取

防护举措和纠正措施，降低审计数据泄露的风险，做好信息平台的安全保障工作。

5.2.2 搭建审计数据库

现代信息技术的重大创新引领审计创新，信息技术作为重要驱动力，重构了

内部审计的基本逻辑，创新了审计的手段和方法，进一步突破了传统的审计思维

和效率。现代内部审计系统通过建立审计数据库，从而提高内部审计的工作质量，

充分利用数字化手段，更科学地对业务活动进行把控，增强业审融合增值审计的

效率。电网企业可以按照内部审计实际情况，建立数字化审计工作团队，根据公

司业务部门性质和分类，设置和完善审计模型库、模拟库、案例库等审计数据库。

首先，构建并不断丰富审计模型库，能够有效的提高审计工作的效率与准确性，

并且通过模型库的共享，有利于内审工作者发挥优势，减少重复研究，综合优化

已建立的模型，提高审计模型的效率，提高审计工作的整体质量。审计线索库、

风险库、制度库、案例库对审计模型库进行了完善和补充，提高了数据库的全面

性和专业性，用已发生的具体案例充实数据库，使得审计模型更实用，推动审计

人员不断总结经验，根据项目类型，从审计各种库中查询到类似项目的审计方案、

项目风险点、重点关注事项、审计依据等作为参考，促使审计工作者总结以往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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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提高判断能力，更全面的开展审计工作。另外，审计人员通过随时查询审计

库，能及时解答部分疑惑，从而实现专业知识的积累，提高专业水准。审计模拟

库主要针对风险库中的高频风险和重大风险，在深刻剖析原因的基础上，通过模

拟再现，对风险产生的后果予以演示，高效梳理各个项目和流程的风险点，为业

务部门提供预警服务，进一步提高相关部门的配合度，加深内部审计与相关部门

的融合。

5.2.3 应用大数据分析技术

目前，内部审计信息正在从资料向数据过渡，面对海量数据，在审计信息平

台的支持下，内部审计人员要具有大数据审计思维，具有扎实的数据分析能力，

用多专业融合的视角，充分运用数据分析法，挖掘原始数据，以月度、季度或者

年度时间形成周期数据，使用多时期趋势变化分析等方法，结合现场审计，以多

视角分析让大数据分析技术助力内部审计，提升审计效率。

电网企业深化应用业审融合增值型内部审计模式时，要关注大数据分析技术

在风险管理监控领域的应用，通过大数据审计规则模型应用，实现实时监控风险

并及时预警。电网企业要把数字化审计思维融入大数据审计模型应用与优化中，

继续深化大数据方法在财务业务领域、电力营销业务领域、工程项目等业务领域

的应用，对敏感数据进行预警分析、趋势分析等，并不断总结经验，加快大数据

方法在人力资源、关联交易等其他方面的应用，将大数据分析融入在内部审计活

动的各个环节，提升内部审计的效率。电网企业内部审计部门要继续完善非现场

数据分析指引等文件，制定数据分析利用工作方案等，以规范的方式加强对内部

审计人员数据分析的指导。

5.3 运用“审计+N”模式

通过应用“审计+N”模式，形成“审计+”的协同机制。通过将内审监督活

动嵌入价值链上的其他活动中，以内部审计与业务活动涉及的多部门的互动，形

成协同效应，加深审计部门与其他部门的联动，通过对审计发现的问题和意见与

每个相关部门及人员灵活开展沟通活动，形成统一意见，多部门共享风险信息，

分工协作，提高审计产品的持续应用效果，不断改善组织及治理过程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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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 审计+党建

为了达到新时期对内部审计增值要求，审计部门要用党建引领审计，更加积

极的推进党的建设与审计服务高度融合，以“融入式党建”更好的发挥党支部的

堡垒作用，把好方向，引导党员以党建理念积极履行审计职能，正直廉洁的做好

本职工作，打造优秀审计产品，提供优质服务，共建审计与党务。要将党的组织

优势和政治优势转化为审计业务中的优势，将党建工作围绕服务部门进行，加强

政治理论学习，提高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的把握，坚持战

略、辩证、法治、风险等思维，践行责任、客观、忠诚、公正、清廉的价值观，

以此形成全面履行审计工作职责的思想保证。审计人员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

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为方法指导，形成真实性审计思维，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

的根本原则，深刻认识事物的本来面目，把握其中的规律性，查找问题根源，切

实提升内审工作的科学化水平，提升项目质量，最终实现解决问题的目标，引领

内审工作全面发展。党支部要把内部审计的业绩加入对内审部门中党员同志的考

核体系中，形成党建与业务活动融为一体的“双优”考核机制，约谈排名靠后的

同志，形成强有力的反推机制。不断促进制度的完善，助推有针对性、可操作的

审计建议的提出，推动高效实现审计整改。

5.3.2 审计+业务

把构建内部审计与公司价值链活动中的主要业务活动联动的长效机制作为

实现业审融合增值效力的主要着力点，聚焦电网价值链上的中心业务活动，根据

各公司的技术条件、业务活动的形式、内部控制的有效性等实际情况，在学习其

他单位构建的不同活动的“嵌入式”审计模型的基础上，了解不同活动的风险高

发点，根据不同业务的不同风险点，不断开发中间表，形成各项目风险库，将内

部审计活动嵌入到工程项目流程中、电力营销流程中、生产检修流程中等等，监

控业务全活动过程，关注出现的异常数据，并及时与业务部门进行沟通，并了解

相关内控制度设置和执行情况，对出现的问题及时纠正，形成事前、事中、事后、

反馈的审计监督闭环，以具有可行性的审计建议的实施加强与业务部门的联动，

尤其对业务部门的整改进行监督，对审计整改进行验收，整改效果不好的业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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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形成原因汇报，内审进一步跟踪调查落实，并形成后续建议，提高各业务部门

的整改效率，增强各业务部门与内部审计部门的联合效力。

5.3.3 审计+其他内部监督

通过审计+纪检+电监模式，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构建内部审计与纪检

活动、电力运营监测活动联动的长效机制，这是发挥好业审融合增值型内部审计

增值作用的次着力点。纪检和电监作为内部监督的重要环节，是价值链活动中的

辅助活动。因此，要想以业审融合为路径和抓手实现内部审计的增值功能，就需

要内部审计与其它内部监督活动互通有无，增加沟通，发挥联动效应。纪检监察

部门与内部审计、运营监测同时作为组织内部监督体系的组成部分，在工作机制

上可以互补，各部门互相配合，增强彼此工作的协调性，实现合理配置资源。

电力运营监测中心对于公司中心业务的监督比较专业，且相关数据具有及时

性，数据较全，但缺少有效的解决问题的机制，而内部审计通过与电监活动进行

联合，梳理电监活动中的数据，结合电监结果，同时利用纪检活动掌握的线索，

以纪检和电监活动中的信息作为审计资料，把这两个内部监督活动中的信息作为

重点关注的审计内容，将两项活动中发现的问题进行整合梳理，把梳理出来的信

息作为需要特别关注的风险对待，为审计提供数据来源和风险关注点，甚至审计

人员可以从中发现审计线索，通过进行下一步审计活动，发现存在的问题，进而

针对发现的问题以全局的角度向管理层提出，同时提出解决措施，并关注整改的

情况，实现审计增值的目的。同时，对于发现的问题和风险点，要及时向电监中

心反馈，为电监中心梳理监测重点提供线索。

在“三重一大”以及党风廉政方面，内审部门通过与纪委办公室协同，将廉

洁风险点列为重点关注内容，内部审计对廉洁风险控制措施进行评价，发挥在防

范舞弊行为上的显著优势；对于审计活动发现的违法违规问题，要及时与纪检部

门进行沟通，并提供相关资料和线索，为纪检工作提供帮助。同时，纪委充分借

助内部审计的专业优势，把廉洁风险防控嵌入业务管理流程中，强化预防和惩治

腐败体系建设，并通过在专业技术方面互通有无，对内部审计提供的线索，尤其

是关于违反制度和制度执行不力的问题进行核实后，由纪检程序实施监督问责，

进一步增强监督的严肃性和权威性，推动违纪案件查办工作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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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要以贯彻落实内部监督为保障，才能达成价值最大化的目标，真正

做到企业更强更优，实现国资的保值和增值。电监部门、内审和纪检部门通过相

互借鉴工作方法和工作成果，三种力量在审计的协调下相互配合，优化了监管资

源的配置，发挥内部监督合力，达到电监活动协助审计活动、纪检活动带动审计

活动、审计工作促进纪检工作的良好效果，充分发挥监管合力，形成良性的监管

循环，实现“1+1+1＞3”的效力，高效的实现内部审计增加公司价值的目标。

5.3.4 审计+全员

事实上，与审计直接联系的人员包括部门负责人或审计接口人，但基层员工

作为业务活动的主体，却对审计工作不够熟悉，在日常业务工作中，极少主动利

用审计成果。为了进一步拓展内审效力，公司审计部门需要将业审融合的范围扩

大，将公司全部员工纳入融合对象的范围。比如审计部门在公司内部网站和微信

公众号等平台上，发布内部审计相关文章，分享内审故事，对于公众号的运营，

可以由专人负责，并形成长效机制，公众号内容需要更通俗易懂，以“内部审计

是什么”“内部审计如何增值”等专题逐步进行介绍，由浅至深向全员传授审计

知识，增强对审计工作的配合度，促进内审质量的提高。同时，以审计讲座等活

动形式宣传内审案例，向公司全部人员传播审计文化，并汇编各项目中发生的典

型案例，形成内审经典案例手册并在企业内部发行，分享审计典型案例，提示风

险事项，宣传法律法规，让尽量多的员工更正确的认识内部审计，了解各业务的

风险点和关键事项，形成风险思维和问题思维。内审部门也要从业务部门的角度

出发，了解各业务部门基层员工的想法，关注业务部门大部分员工的关注点，更

加有效地分享审计经验，培养业务人员的风险思维和纠错思维，将审计产品转化

为提高业务活动效率的价值。

5.4 打造增值型内部审计文化

公司的内部文化与工作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公司文化来源于各项业务活动，

又反作用于各部门和业务活动中。因此，内部审计文化作为公司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形成以协同审计思想为主的增值内部审计文化对于丰富公司的文化意义重

大。增值型内部审计理念来源于内审工作，又服务于内审工作。健康的审计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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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的增值理念，有利于减少审计工作的阻力，更好的应用业审融合增值型内部

审计模式。为了营造健康的内部审计文化，将内部审计文化建设渗透到公司文化

建设当中，提高内部审计在电网企业内部的公信力，实现全公司理解审计、支持

审计、要求审计的良性循环，要从以下方面着手。

第一，公司的领导人员对内部审计的重视和内部审计增值的正确认识，决定

了它发挥的增值作用的有效性，因此，增值型内审文化建设中，首先要提高管理

人员对于内部审计增值的认识。领导层的态度和思想是公司文化建设的要首要关

注点，作为公司管理者，要从战略的角度出发，正确认识公司内审部门的威慑作

用，分析健康的内部审计文化所带来的增值影响，从全局考虑，与内部审计加强

联系，共享企业发展中的风险和问题，发挥内部审计高质量发展对公司带来的积

极影响。

第二，要转变观念，合理利用内部资源。内部审计要利用企业内部各部门的

工作尤其是内部其他监督力量的工作，发挥更容易了解业务流程的优势，更深入

接近内部各部门，增进双方的理解，让被审计部门能更了解内审治已病、防未病

的作用，主动了解经营中、业务流程中存在的具体问题，更大程度提升内审价值。

第三，企业内部的相关业务员工对内审工作的配合，有利于内部审计项目的

顺利进行，因此，要强化公司各职能部门及员工对审计价值增值的观念意识。企

业应支持和配合内部审计部门通过公司官网、公司内网、微信公众号、全员邮件

等线上渠道，结合内部期刊和报纸、宣传手册等线下渠道，宣传内部审计的增值

功能，进一步弘扬内部审计增值文化，提高全公司从领导层到基层员工对内部审

计的准确认识，从上而下的提高审计和各活动的融合意识，增强业审融合实现增

值的效能，进一步发挥内部审计从提供风险预警、健全内部控制、优化业务流程

方面增加公司价值的作用，提高公司全体职工对内部审计的协助度，使得内部审

计更加高效顺畅。

5.5 审计人才队伍建设

基于以上的分析，可以发现，审计职业人员需要向复合人才进步，向专业人

才发展，独当一面，成为精审计、专技术、博业务的审计专业多面手，有助于其

更加胜任本职工作。因此，在审计全覆盖背景下，面对电网企业逐年增加的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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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和逐渐复杂的审计工作，审计部门要根据工作需要配备足够的内审工作人员，

加强员工的综合素质培养。电网企业只有加强内审人才队伍建设，根据任务需要

合理设置人员编制，提高人员的专业素养、信息化意识和水平以及行业业务了解

度，发挥内审部门及内审人员更熟悉企业和其生产经营状况等优势，建设精通行

业业务知识和审计专业技能的审计人才队伍，才能有效发挥内部审计的增值效能，

为“业审融合”发挥出应有的效力提供人员保障。

第一，提升电网企业内审人员综合素质。通过进一步完善内部审计员工招聘、

学习培训等各个阶段的模式，构建多样化的审计人员结构。打破专业限制，在注

重对具有扎实的审计思维和专业知识的人才的招聘与培养阶段，尤其关注对计算

机技术以及相关行业知识的培训，将审计实践与审计培训相结合，以审计项目为

载体，建立审计人才层级带头计划。加强基层单位的审计人才储备，形成人才储

备机制，落实以老带新、审训结合的培训活动展开形式，以训转储、以审代训、

以审带练选拔培训基层单位的青年人才，培训后人员转入审计人才储备库，强化

人员结构的多元，形成多层审计人才梯队。对人才的培养要以党建为引领，以审

计专题的形式，定向指导，定期培训，通过讲解审计专项项目的方向、关键业务

流程、方法等知识和零距离参与审计项目，加强内审人员深入审计一线活动中进

行学习培训，在项目一线中深入研讨，学习先进做法和经验，增强内审人员的工

作能力，打造政治坚定、本领过硬的内审队伍。

第二，强化数据思维。随着电网企业在数字化转型契机下不断提高的信息化

水平，各业务部门和财务部门的数字新系统、新技术和手段应用不断深化，其内

审部门也必须加强信息化宣传工作和数字化技术培训工作，确保每一个内部审计

工作者都能意识到，在数字化变革中，加深审计信息化系统的应用和培养数字化

手段的重要性。培养内审人员的信息化、数据化思维，要做到全员熟练掌握现代

化审计方法，增强数据分析能力。审计人员要研究信息化系统专业知识，强化大

数据审计思维，与社会审计加强沟通联系，学习其技巧和技术，不断掌握现代审

计方法，提高非现场审计的效率，掌握并提高运用大数据技术发现问题、正确判

断、宏观分析的能力。

第三，提升审计人员相关行业与业务基础知识掌握。鉴于电力活动的复杂性，

公司内部审计尤其需要培养懂各业务活动和流程等的审计人员。电网企业审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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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除了熟练掌握本专业必备的理论知识、基本方法与技能、审计思维外，还要增

强对主要业务活动流程和风险点的了解和梳理，熟悉其他部门的业务工作，解决

审计工作中的各种问题。因此，公司审计部门需要及早培养具有电力专业基础的

审计人才，例如可以通过与高校进行合作，建立方向班、订单班，培养具有扎实

的审计知识理论和电力行业相关的知识理论基础的学生，作为公司内部审计部门

的后备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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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总结

6.1 研究结论

随着市场环境变化，越来越多的公司为增强自身的竞争力，从内部出发寻求

增值的内生力量。此时，增值型内部审计应用越来越广泛，其以增加组织价值为

目标，不断更新方法、拓展职能、扩大审计范围，以实现内审高质量发展。H公

司内部审计引入增值理念，从价值链理论出发，以业审融合为增值路径，探讨了

增值型内部审计的应用。由于业审融合理念还不够成熟，公司内部审计取得了一

些成效，但在实施中也存在问题。本文结合公司价值链活动，研究了业审融合增

值型内部审计应用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并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提出优化建议。

最后，通过对 H公司从业审融合角度实现增值的内部审计模式的总结，对业审

融合增值型内部审计在整个电网公司全面应用提供了建议。基于以上的分析，得

出了以下结论：

（1）价值链理论对增值型内部审计的发展意义重大。价值链上的所有环节

都以价值增值为目标，把增值型内部审计与价值链理论相结合进行研究，有利于

梳理企业价值流动的方向，将内部审计和企业价值链上的所有活动进行融合，发

挥内部协同效应，以控制风险、改善业务流程、提高审计效率、完善企业经营管

理等方式，直接或间接的做到增加企业价值，提高企业效益，实现企业目标。

（2）从企业的价值链活动出发，以业审融合为内部审计增值视角，是内部

审计实现增值的有效路径，以业审融合角度出发是实现内部审计增值的必然发展

方向，有利于推进内部审计工作的高质量发展。业审融合理念以企业的价值链活

动为基础，把内部审计划分为支持活动，通过内部审计活动与企业的基本活动与

其他支持活动进行融合，内部审计部门与其他业务部门进行联动配合，形成包括

事前、事中、事后以及反馈环节的监督闭环，优化业务活动，改善审计行为，确

保审计意见的科学性，提高整改效率，有效提升企业的管理效能和治理水平，发

挥价值增加的作用，助力企业目标的实现。数字技术是业审融合的支撑手段，能

提高审计效率，内部监督是业审融合的防线，其中内部审计以协同作用作为重要

防线，助力业务部门，体现业审融合的效果。

（3）在企业中从上而下的根植增值理念，厚植审计文化，有利于提高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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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对审计的认可和配合度，为业审融合的实现提供良好的内部环境，有效发挥

内部审计的增值作用。通过对 H公司这一案例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该公司存

在的问题或多或少都与增值理念没有充分渗透在公司文化中有关。通过加强对增

值理念的认识，转变企业及员工对内部审计的态度，也可以大大提升内部审计的

效率，实现增值目的。

（4）应加快实施国网公司整个公司范围内的增值型内部审计。H公司只是

根据自己的情况探索应用了增值型内部审计，并没有从国网公司全范围内以业审

融合路径深入增值型内部审计的应用，这极大地加大了增值型内部审计从价值链

角度在电网企业真正发挥增值作用的空间。当然，由于这种内审模式正处在探索

阶段，也有其明显的弱势，一定程度上与内审独立性存在冲突，且应用条件和要

求较高，需要根据各个公司的信息技术发展阶段、业务活动的性质、职责以及内

审人员的配备情况等进行选择，以此来发挥其应有的效应。

6.2 不足与展望

6.2.1 不足

本文的不足主要表现在：

（1）尽管搜集了大量资料并进行了短期调研，但我对理论和问题的研究深

度不够，且本人并未有机会在电网公司实际工作和实习过，加上部分资料涉密，

导致文章中很多问题缺乏数据支撑，对一些问题的分析还不够深入、不够全面，

同时提出的对策在可行性与可操作性方面尚需检验，有关电网公司内审的问题，

还有更多方面有待进一步仔细的挖掘与研究。

（2）国家电网有很多分公司，且由于地方经济发展以及能源资源分布和利

用程度不同等各方面原因，本文仅以 H公司为案例研究，只选取了公司内审工

作中较为重要和典型的审计项目类型进行了论述，没有涉及到公司内部审计的各

个项目，不够面面俱到，总结的观点与对策也难免有偏颇之处，对其他公司存在

的内部审计问题无法涉及，总结出来的模式不一定适用所有公司的需求。

综上所述，本文在案例分析、问题的提出、解决建议、结论方面均有典型性

不足、全面性不够和可行性不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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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展望

H公司运营历史较长，拥有优秀的企业文化，在管理和运营上经验独到。本

文对 H公司内部审计增值路径进行研究，总结了业审融合视角下公司增值型内

部审计的应用结果，结合实现推动公司战略目标的需要，为公司优化了增值型内

部审计模式。将公司价值链过程中的环节联动起来，发挥信息系统的支撑作用，

重视数据分析技术的应用，着力发挥内部审计与其他各部门的联动作用，有利于

增强各业务流程中的风险和问题的发现水平，优化内部审计资源配置，是迈出的

实现内部审计全覆盖的坚实步伐，使得内部审计的增值力量得到新的提升。

鉴于公司内外部的环境的不断变化，在 H 公司内部审计日后的工作中，还

会遇到各种不同的问题。那时，对于增值型内部审计模式还需要结合具体情形进

行深化和完善。随着今后国民经济“十四五”规划的开展和国网公司“十四五”

规划的进行，公司的管理水平需要不断提高，内部审计应紧跟发展趋势，紧跟公

司的战略目标和经营策略，结合价值链活动，深入思考探索内部审计增值路径，

充分发挥“持续增值”的增值理念，进一步提高内部审计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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