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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国高校内部审计创新发展面临

的根本问题

我国高校内 部审计部门 在查错防弊、 完善

制度、 防范风险、 改进管理 等方面发挥 着无可

替代的作用。 但随着我国 高等教育的 快速发展

和高校综合改革的不断 深入， 高校内 部审计传

统上基于业务监督的工作 定位、 专司 监督的工

作模式、 防范风险的工作导 向、 围绕监督 与评

价的业务内涵， 与服务高校事 业快速发展 需求

之间不相适应的问题日益显 现。 职能固化、 理

念局限无疑成为高校内 部审计创新 发展面临的

根本问题。
高校内部审 计要实现创 新发展， 必须 立足

新时代、 适应新要求， 首要任务 是厘清其本 质

属性， 明确其功能定位， 拓展其业务 职能， 提

升 其 工 作 理 念。 依 此 研 究 形 成 的 基 本 观 点 是：
内部审计在本质属性上是 高校治理的 有机组成

部分， 是促进高校改进和完善治理的重要工具；
内部审计作为高校实现治 理目标的 重要环节和

手段， 要在保持其独立性 的前提下强 化其在治

理中的增值功效， 在功能 定位上要实 现从专司

监督到促进完善治理的 转型； 基于其 属性和功

能定位， 高校内部审计的 职能与工作 理念需要

进行再思考、 再拓展、 再明晰。

二、 我国高校内部审计创新发展的关

键在于职能拓展和理念更新

（一） 高校内部 审计治理属 性认识的政 策

与理论依据

党的十八大 以来， 我国将 全面深化改 革的

总目标确定为完善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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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 代化。 党

的十九大明确提出了改革 审计管理体 制， 十九

届三中全会决定组建中央审 计委员会， 旨在加

强党对审计工作的集中统一 领导， 统筹三 支审

计力量， 发挥审计在党和 国家监督体 系中的重

要作用。 审计成为推进国 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的重要力量和组成部分。
内部审计作 为组织和单 位决策科学 化、 管

理规范化、 风险防控常态化的体制和制度设计，
具 有 掌 握 信 息 全， 业 务 开 展 全 方 位、 全 过 程 、
全覆盖的优势， 业务工作具有全面性、 专业性、
连 续 性、 及 时 性 等 特 点， 对 于 完 善 组 织 治 理、
实现组织目标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近年来， 我国 内部审计理 论和实务界， 在

业务实践、 政策制定和 理论研究 中引入融合 治

理理论、 国际内部审计 理论的先进 理念， 逐步

将内部审计基本职能明 确拓展为确 认、 咨询或

监督、 评价、 建议， 在一些法 规和政策上 也明

确了审计问责的功能要求。
基于以上， 内 部审计围绕 咨询、 建议、 问

责不断拓展职能， 其促进 组织完善 治理的属性

特征日趋明显。
（二） 高校内部审计职能拓展

对于高校内 部审计的职 能， 李维安教 授认

为 评 价 与 监 督 是 高 校 内 部 审 计 最 基 本 的 职 能 ，
但是新时代高校内部审计职能不仅 是传统概念

上的查错纠弊， 更重要的 是通过审 计工作， 帮

助高校完善管理程序与方 法， 促进高校 教学效

益和教育目标的实现， 为学 校经济决策 出谋划

策， 搞好服务， 当好参谋和助 手。 高校内部 审

计应强化审计结果的运用， 加强 对高校权力 运

行的监督和制约， 用 “权 力清单” 制度 规范审

计对象的相关权力， 着力在 完善责任追 究机制

和推动责任落实上下功夫， 发挥内部审 计对权

力运行的 “紧箍咒” 作用。 [1]

基于完善治 理的属性特 征， 新时代高 校内

部审计不能仅仅局限于传统 的专司监督 和基于

监督而评价的职能， 而是要在 促进高校 完善治

理中发挥增加价值的重要作 用， 真正成为 高校

组织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 在 功能上实现 从专

司监督到促进组织完善治理 的转型。 高校 内部

审计在传统审计监督、 评价的基本职能基础上，
在保持独立性的前提下， 要进一步拓 展和强化

内部审计的控制、 服务、 问责职能。
1. 拓展控制职能

高校内部审 计控制职能 即对审计对 象重大

经济事项的决策、 运营、 管理、 内部控制等 重

点核心环节进行持续地全流程 评估、 控制与 监

督。 控 制 职 能 的 实 质 在 于 将 内 部 审 计 由 事 后 、
结果监督提升至对重大 事项、 关键环 节、 内部

控制实施以风险为导向的过程监督。
新时代高等 教育发展的 核心是提高 教育质

量， 伴随着高校经费规模的 不断扩大， 经 济活

动 的 日 趋 纷 繁 复 杂， 办 学 自 主 权 的 不 断 提 高 ，
高校的重大决策一旦出现失误， 就 有可能造 成

巨大的经济损失， 甚至 导致严重的 后果。 因此

高校内部审计需要对重 大经济决策、 重大专项

资金执行、 风险管理和内 部控制进行 跟踪审计

和评估。
在实施跟踪 审计的过程 中， 要帮助高 校识

别和规避决策风险、 运营风险、 管理风险， 前

移审计关口， 实现过程监 督。 要强化 内部控制

专项审计评价， 督促单位切实将内控制度制定、
执 行 工 作 落 到 实 处， 通 过 内 部 控 制 审 计 评 价，
促 进 学 校 业 务 管 理 工 作 统 筹 归 口 、 流 程 优 化、
内 控 有 效， 保 证 其 在 法 律、 法 规 及 学 校 规 章、
制度下有效运转。

2. 强化服务职能

高校内部审 计服务职能 即为审计对 象业务

发展、 管理工作持续改进提供专业服务与建议。
高校内部审计部门作为高 校的职能部 门， 其本

身的工作目标也是为实现高校发展目标而服务。
因此， 要顺应国际内部审计 发展的趋势， 强化

为高校改善管理提供增值服务。
高校内部审 计服务职能 的拓展， 主要 表现

为两个方面， 一是拓展高校内 部审计的业 务咨

询功能， 通过提供有针对性的 咨询服务， 为 高

校或高校各部门的业务发展、 管理 工作持续 改

进提供专业服务与建 议， 促进其改 善管理， 防

范风险， 提高效益； 二是拓 展高校内部 审计决

策服务功能， 通过提升审计 层面， 从关注 微观

执行层面向关注宏观战略层面 转换， 从宏 观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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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的角度关注高校战略 决策和战略 目标的执行

情况， 为战略决策提供 支持。 通过内 审的辅助

决策和控制职能为重大决 策落实和 重大专项执

行提供服务， 为高校领导 层决策提供 有价值的

信息和专业性的意见， 最终促进高校改进管理，
提高办学效益， 实现发展目标。

3. 履行问责职能

高校内部审 计问责职能 即对审计中 发现的

问题核量定性， 明确责任主 体及应负责 任， 提

出对问题的整改意见和建议， 对 违纪违法 问题

进 行 移 交 处 理。 审 计 问 责 主 要 包 括 两 个 方 面 ，
一是对业务违规问题明确整改要 求， 提出业务

处理问责意见； 二是对 涉及违纪违 法问题向有

关部门移交问责。
高校内部审 计问责职能 的拓展强调 的是要

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 把权力关进 制度的

笼子里， 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 制、 不能腐 的防

范机制、 不易腐的保障机制。 这有 赖于内部审

计具有查错纠弊的基本职能， 能有 效揭露违法

违规、 损失浪费、 奢侈铺 张、 损害师生 利益等

各种行为， 为纪检监察部门查处问题提供线索。
同时， 查错纠弊是审计专业优 势， 其他人员 无

法替代。 [2]

（三） 高校内部审计工作理念思考与明晰

基于内部审 计职能的拓 展， 高校内部 审计

必须更新审计理念， 革新思想， 转换思维， 才

能更好地实现转型。 基于 职能拓展， 高 校内部

审计的工作理念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 立足监督、 强化服务

立足监督、 强 化服务， 是从 职责和作用 发

挥角度对内部审计工作的基本 定位。 审计署 前

审计长刘家义提出内部审计机构 要成为所 在单

位的免疫系统， 不仅要成为现实资产的守护者、
财务账表的复核者， 更要当好为 企业高层提 供

风险前瞻的瞭望者。 这对高校内 部审计同样 适

用。 一方面通过审计监 督揭示高 校改革发展 中

存在的问题， 及时化解 各种风险； 另 一方面通

过提供增值服务， 为高校 强化内部管 理和管理

部门出台政策提供参考。
高校内部审 计监督和服 务是相辅相 成、 互

为一体的。 查处和揭露问题始 终是审计的 首要

职责， 但不是唯一目的， 而 通过监督为 高校的

科学发展提供服务才是最 终目的与归 宿。 通过

理念创新， 真正做到内部审计为学校发展服务，
使审计成为维护高校健康、 保 证高校发 展的卫

士。 在具体审计工作中， 要找准 审计监督与 服

务的结合点和切入点， 既要确保审计的独立性，
又要避免成为旁观者。 充分发挥 审、 帮、 促的

作用， 帮助和督促被审计单 位认真整 改， 建章

立制， 完善内控， 提升管理水平， 真正实现寓

监督于服务之中。
2. 坚持批判、 突出建设

坚持批判性、 突出建设性 是开展内部 审计

工作应当秉持的思维和方法。 批判性是审 计的

基础性功能， 因此高校内部审 计要始终坚 持审

计的批判性思维。 当前， 全面从严 治党和反 腐

败斗争的形势依然严峻复杂， 高校 难以独善其

身。 因此建设廉洁生态、 促进廉洁从 业是加强

和规范高校建设的重要 任务。 高校内 部审计在

坚持批判性的同时， 更要突 出审计的 建设性功

能， 没 有 建 设 性， 批 判 性 则 失 去 了 最 终 目 标 ，
偏离了内部审计的实质内涵。 所 以审计人员 一

定要准确理解审计批判性和建 设性的关系， 也

就是要正确处理监督与服务的 关系， 切实转 变

审计就是监督和查处问题的传统 观念， 改变 就

事论事的思维， 由发现 和揭露问题 向预警、 预

防、 揭示、 纠正、 改善、 促进发 展转变， 不断

增强宏观意识、 大局意识 和服务意 识， 将批判

性审计逐步提升至批判与 建设性审计 相结合的

层面上来。
建设性是审 计功能的另 一个重要方 面， 是

审计在更高层面发挥作用的 重要形式。 审 计的

建设性作用集中体现在推进 改革创新、 建 立容

错纠错机制、 推动完善政策法规 等方面。 高 校

内部审计通过揭示高校发展中存 在的重大风 险

隐患， 着力反映结构性、 体制机制 性问题并提

出完善体制机制的审 计建议， 就能 织密 “制度

的笼子”， 堵塞制度漏洞， 提高高校治理水平。
建设性审计 目标的达成 可以借鉴如 下思路

和方法， 构建系统化工作机 制。 建设性审 计目

标实现机制包括揭示机 制、 威慑机制、 预警机

制、 抵御机制、 计划机制和绩 效评价机制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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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3]

3. 业务入手、 过程控制

业务入手、 过 程控制是实 现内部审计 工作

增加价值的有效模式。 国家审 计署前审计 长李

金 华 认 为 内 部 审 计 要 以 事 前、 事 中 审 计 为 主。
只 要 企 业 领 导 授 权， 内 部 审 计 就 可 以 做 事 前、
特别是事中跟踪审计， 把 内部审计作 为一个控

制体系， 而不是一个检查 体系。 另外， 从 整体

审计方法论的角度， 高校内部审 计可将目 前的

审计实施方法从传统的 “账务入 手” 和 “制度

入手” 调整为主要从 “业务入手”。
业务入手的 审计方法是 以了解被审 计单位

的业务活动为工作切入点， 通过对被审 计单位

业务活动的了解， 提取业务信 息， 并结合 相关

财务信息来揭示存在的合规性 问题、 效益性 问

题、 控制薄弱环节和潜在风险的 审计方法。 业

务入手要求高校内部审计人员在 审计业务过 程

中既要关注被审计单位的财务 信息， 也要关 注

被审计单位的业务信息， 既了解财 务情况也 了

解业务情况， 既运用查账手段也运用调研手段，
来揭示存在的问题、 提供有用信息和分析结果，
并从体制机制上解决和防范问题的发生。

单位在实现 效益目标的 过程中， 要离 开业

务、 业 务 过 程 控 制 来 谈 “效 益” 是 不 可 能 的。
所以高校内部审计从业务入手， 进行过程控制，
不仅要关注业务活动的结 果， 而且要关 注业务

活动的过程； 不仅能够发现 已经存在的 效益问

题， 而且能够发现潜在的可能发生的效益问题。
“业务入手， 过程控制” 的审计理念应成为效益

审计的主要方法， 以创造效益、 解 决问题作为

效益审计目标， 才能摆脱 效益评价标 准难以确

定的长期困扰； 采用业务 入手方法， 深 入业务

管理过程， 才能切实抓出效 益； 运用过程 控制

理念， 从事后检查走向事前事中 控制， 抓出 效

益才有可能。
4. 依规问责、 审慎包容

依规问责、 审 慎包容是内 部审计履职 尽责

应有的担当和胸怀。 高校内部 审计依法履 行审

计的监督职能， 依规问责是落 实审计监督 职责

的重要方式和有效手段。 审计人 员通过审 计和

审计调查工作， 揭露和查处存在 的违法违纪 违

规问题， 全方位、 多角 度地分析问 题产生的主

客观原因， 揭示问题产 生的后果及 对高校健康

运行的影响， 针对违法违 纪违规问 题以及 “懒

政” “庸政” “怠政” 等行为， 依法依 规进行问

题 定 性、 责 任 明 确。 严 格 依 规 监 督 问 题 整 改，
依规移交违纪违法问题。

依规问责要健全和完善审计整改长效机制，
建立审计整改结果报告和 公告制度、 审 计整改

催办督办制度、 审计整改问 责和追究制 度、 审

计整改回访和跟踪检查制度， 及 时督促被 审计

单位落实审计处理意见， 规范管 理。 对于审计

移交问题要建立处理结果跟踪机制。
高 校 内 部 审 计 既 要 依 法 审 计 问 责 有 担 当 ，

也要处理问题审慎包容有胸 怀。 要将问题 查深

查透， 但也要避免方向走偏。 要 注意工作方 式

方 法， 注 重 与 审 计 对 象 和 相 关 方 面 交 流 沟 通 ，
谦虚谨慎、 以理服人。 要注 意文明从业、 审慎

包容， 既要揭示问题， 又要营造 促进形成风 清

气正、 和谐稳定发展的氛围。

三、 我国高校内部审计工作内涵丰富

与创新的初步建议

新形势下， 高 校内部审计 在既有业务 的基

础上， 要对工作内涵和业务领 域再丰富， 积 极

拓展、 全面推进重大决策和重大专项跟踪审计、
建设工程管理审计、 内 部控制评价、 审计信息

化、 审计结果运用机制构建等工作。
（一） 实施重大决策和重大专项跟踪审计

《国务院关于加强审计工作的意见》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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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要充分发挥促进国 家重大决策 部署落实的

保障作用， 持续组织对 国家重大政 策措施和宏

观调控部署落实情况的 跟踪审计， 推动政策措

施贯彻落实。 重大决策部 署贯彻落实 跟踪审计

是党中央、 国务院赋予审 计部门的一 项重要任

务， 是推动和完善国家治 理的重要途 径， 也是

新时代审计部门充分发挥 审计监督作 用的重要

体现。
高校内部审 计要探索实 施对中央重 大决策

在高校落实情况、 高校重大专项资金执行情况、
重大工程建设项目进行跟踪 审计。 通过 审计完

善相关的法律法规， 构建有效的审计评价体系，
进而优化和改进重大决策； 通 过审计促进 跟踪

审计项目的管理与效益提升； 通过审计创 新重

大决策贯彻落实跟踪审计的组织管理方式。
（二） 创新建设工程管理审计模式

实施高校建 设工程管理 审计， 要转变 建设

工程审计工作观念， 拓展建设 工程审计业 务领

域， 系统构建建设工程管理审计基本业务框架。
建设工程管理审计业务框架主 要基于以下 两项

内在逻辑构建： 一是横向紧紧 围绕建设工 程管

理中三项业务领域， 即建设工 程造价管理、 工

程建设合法合规性、 工 程管理内 部控制三个 领

域； 二是纵向大体遵循 工程建设的 时间顺序 并

力求覆盖工程建设全过程， 将建设 工程管理审

计业务按时序梳理明确为八个主 要环节， 即项

目论证决策、 项目报建 审批、 项目采 购、 项目

造价与资金管理、 项目变更、 项 目结算与 财务

决算、 项目竣工验收、 项目资产交付。
这种从主要 专注于造价 审核到工程 管理审

计模式的转变， 是高校内部 审计对建设 工程管

理从 “审价” 走向 “审 计” 的过程。 在 这种审

计模式下， 审计部门置身于 管理部门之 外， 是

对管理部门管理行为的全面 监督， 以促使 其正

确履行职责， 既符合建设工程 的自身规律， 也

实现了不相容职务的分离， 有利于 实现工程 建

设的目标。 [4]

（三） 开展内部控制评价

《教育部直属高校经济活动内部控制指南》
明确了高校内部控制是指学校为实现办学目标，
通过制定制度、 实施措施和执 行程序， 对 经济

活动的风险进行防范和 管控。 内部控 制评价是

指高校对自身内部控制建立和执行 的有效性进

行评价和监督。
内部审计部 门要责无旁 贷地承担起 内部控

制评价的主要任务。 在开展 内部控制评 价工作

中要注重几项前置工作必须很好地落实和保障：
一是学校内部控制建设的 三级管理 架构 （校级

建 设 领 导 小 组、 学 校 内 控 建 设 归 口 管 理 部 门、
各项经济活动业务管理部门 和基层单位） 必须

完善且职责明晰； 二是学校内 控建设归口 管理

部门对于内部控制的初次和 年度基础性 评价工

作必须规范有效地开展； 三是 内部审计 部门人

员相关业务知识储备、 提供内 控评价服务 的中

介机构业务水平和机构数量要有基本保障。
（四） 推进审计信息化建设

《国务院关于 加强审计工 作的意见》 明 确

要 求， 探 索 在 审 计 实 践 中 运 用 大 数 据 的 途 径 ，
加大数据综合利用力度， 提高运用 信息化技术

查核问题、 评价判断、 宏观 分析能力。 中 共中

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的 《关于实行 审

计全覆盖的实施意见》 中指出， 构 建大数据审

计工作模式， 提高审计能 力、 质量和 效率， 扩

大审计监督的广度和深度。 因 此， 高校内部 审

计工作必须树立现代审计理念， 将审计信息 化

提上重要日程。 信息技术的发展 使数据库、 网

络 成 为 高 校 内 部 信 息 传 输 和 存 储 的 基 本 方 式 ，
信息技术的发展也为高 校内部审计 信息化提 供

了基本手段， 高校内部 审计开展大 数据背景下

计算机审计的应用是 必然趋势。 可 以预见， 高

校内部审计要有所作为， 必须大力推 进审计信

息化。 要坚持以审计业务目 标为导向， 以数据

为基础， 树立大数据审计思维， 掌握运用数 据

挖掘分析技术与方法， 推动审计 人员想用、 敢

用、 能用大数据， 拓展审计的深度与广度。
为此， 高校一 方面要着力 提升内部审 计队

伍专业素质， 通过大数据技术 和计算机审 计等

培训， 帮助审计人员提高应用 能力； 另一方 面

要不断引进新的复合型人才， 以实 现内部审 计

队伍的思维创新和结构优化。
（五） 完善审计结果运用机制

审计结果是 审计部门依 法开展审计 业务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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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thinking of Concept and
Functions of Internal Audit in Universities

--Based on the Essential Attributes and Functional Transformations of Internal Audit

Cheng Jiaqi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and deepening of the comprehensive reform in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internal audit in universities is facing with the realistic task of basing itself on the new era,
adapting to the new requirements and realizing the new role. Based on the knowledge that internal audit in
universities is an organic part of the university governance, its functions are transforming from supervision to
promote good governance, we rethink, clarify, and expand again the working ethic how internal audit of
universities should serve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achieve the goal of governance role and
responsibility. In order to improve internal audit to better help university governance, achieving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Key words: University; Audit functions; Expand; Working ethic; Rethinking

成的劳动成果， 审计结果 对于高校及 其各部门

的工作开展具有约束、 参 考和借鉴作 用。 因此

建立和完善审计结果运用机 制， 具有十 分重要

的意义。
审计结果运 用的主要形 式包括在一 定范围

内通报审计结果； 针对审计 提出的问题 制订整

改方案， 认真进行整改； 根据审 计建议， 采 取

措施， 健全制度， 改善管 理； 根据审计 结果反

映出的问题， 追究有关责任 人的责任； 研 究审

计 结 果 反 映 的 典 型 性、 普 遍 性 、 倾 向 性 问 题 ，
提出改进管理和完善政策的建议等。

高校审计结 果要坚持综 合运用， 扩大 审计

结果的运用平台， 应真正建立 审计成果和 信息

的共享机制， 建立健全审计与组 织、 人事、 纪

检监察、 财务、 资产管理部 门及其他单 位的横

向工作协调机制， 把审计监 督与党管干 部、 监

督执纪、 追责问责、 财 务监督、 资 产管理结合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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