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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根据《内部审计人员岗位资格证书管理办法》的要求，中国内部审计协会将组织全国性的内部审计人
员岗位资格统一考试，为此我们特组织编写了统编教材——《内部审计理论与实务》。
    本书共分八章，以内部审计基本理论和实务为主线，从内部审计的产生、内部审计的工程程序，到
内部审计的发展、内部审计在现代公司治理和风险管理中的作用，进行了比较专业的阐述，力求简明
易懂。
每章附思考题对相关章节进行归纳和复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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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五节 内部审计管理　　内部审计作用的发挥有赖于良好的管理。
本节第一部分将阐述具体审计项目的管理，主要内容包括审计项目管理的基本要求，审计经理、审计
组长、审计组成员的作用，审计管理的手段。
本节第二部分将阐述内部审计机构的管理，主要包括内部审计机构经理的责任，内部审计机构的宗旨
、权力和职责，计划的制定、部门政策和程序、人员管理和开发、与外部审计师的协作、质量保证。
　　一、内部审计项目管理　　内部审计项目管理仅指从确定某一审计项目至结束这一过程的管理。
以下从人员、质量控制和手段三个方面介绍。
　　（一）审计项目人员安排的管理　　在人员安排上，审计部门负责人不应委派那些可能有利害冲
突或偏见的审计人员。
利益冲突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都会发生，诸如审计人员为谋求个人的提升或福利待遇，或为了朋友和
其他情感关系等就有可能牺牲组织的利益。
在审计人员委派中，几乎每个人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情感因素，这些情感因素将会引起潜在的利益冲突
。
潜在的利益冲突可能导致组织利益受损，因而它是安排审计人员时必须考虑的一个因素。
同理，人人都会有偏见。
为了避免利害冲突或偏见影响审计人员对审计事项进行职业判断时，内部审计机构应在项目管理中注
意以下几点：　　（1）审计部门应要求每个审计人员每年出具一份声明书，声明自己在个人行为、
状况、利益及特定审计项目上可能构成潜在的或实际的利益冲突。
审计经理应据此指派适当的审计人员。
　　（2）审计人员的工作安排还应定期轮换。
审计经理认为合适时就应进行轮换。
轮换可能在每次审计某一特定项目时进行。
或者在审计人员已多次重复进行了某项审计时进行（特别是当审计人员需要特别培训或有某种特别技
能要求时）。
　　轮换的目的是为了避免产生对某一既定审计事项的偏见。
内部审计人员可能不会对他们所熟悉的审计领域保持一种职业怀疑态度。
轮换之后，新的审计人员通常能给执行审计带来一种新的看法。
轮换对审计人员的专业发展是有益的，因为轮换将丰富他们的审计经验。
　　轮换应该在实际允许的情况下进行。
对于那些规模很小的内部审计机构而言，或审计人员缺少时，实际进行审计人员轮换也许是不可能的
。
在这种情况下，内部审计人员必须对保持客观性特别关注。
　　（3）调入或暂时性从事内部审计工作的人员，不能派去审查他们原先执行的那些活动，直至经
过一段适当长的时期。
　　（二）内部审计项目的质量控制　　质量控制是审计项目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审计项目的质量控制就是通过对内部审计各个环节的监督、检查和调节，保证和提高内部审计项目质
量的管理活动。
　　内部审计项目质量控制的主体既有可能是内部审计机构和人员本身，也有可能是来自外部的独立
组织。
　　内部审计项目质量控制的客体是项目实施全过程中的质量问题，包括审计准备阶段、实施阶段和
报告阶段及后续审计阶段。
质量问题受审计过程中许多因素的影响，所以质量控制是一项复杂而细致的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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