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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B1_82_E5_AE_A1_E8_c67_475614.htm 组织利用社会审计力

量参与国家审计是目前基层审计机关解决任务重与人手不足

问题普遍采取的方法之一。由于此项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

相关的机制还未完善，可供借鉴的经验也相对缺乏，管理中

还存在诸多问题，需要我们多加研究以规避审计风险。 目前

，组织利用社会审计力量的难点和风险主要有： 一是经费问

题。相关文件规定审计部门在聘请社会力量时，可向同级财

政部门申请经费，但执行中仍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是由于审

计项目工作量以及难易程度不一，参审人员的专业、层次存

在差异，制定付费标准有难度。其次是组织利用存在很多不

确定因素，很难预测下年度项目数、工作量及费用，导致预

算无法落实。最后是基层审计机关尤其是欠发达地区的审计

机关无法保证聘用经费。 二是质量控制问题。中介机构在审

计时遵从自己的一套行业准则，与国家审计系统规范的要求

存在一定差异。在审计质量控制方面，参审人员执行国家审

计规范难以到位，而且参审人员经常变动，对审计规范不了

解，造成潜在的审计风险；在审计重点把握方面，中介机构

往往“就审计而审计”，抓不住审计重点，不注重分析管理

中存在的问题，不注重发现案件线索，审计质量无法保证。 

三是人员管理问题。由于管理模式、质量要求、执业规范不

同。中介机构人员管理松散，流动性大，国家审计任务与其

自身业务存在矛盾，参与审计的人员远远低于投标承诺投入

的人员，有的随意变更参审人员，有的还聘请临时人员参与



审计，造成审计进度难以保证，审计效率不高，因此，对参

审人员现场管理也不能忽视。 对管理中存在的难点及风险，

基层审计机关应建立健全相应的管理制度，以促进组织利用

社会审计力量参与国家审计工作进一步规范。 一是建立定期

培训制度。定期组织对中介机构参审人员进行培训，培训内

容涉及国家审计准则、国家审计纪律、审计职业道德及其他

参审要求等。同时，建立个人电子档案，根据形势发展及法

律、法规变动情况，适时对参审人员进行后续教育培训，提

高参审人员的素质与责任意识。 二是建立质量信誉机制。对

中介机构参与国家审计的质量及规范执行情况进行整体评估

，并定期在媒体上公布评估结果，让质量高、信誉好的单位

得到社会的认可。同时，应建立质量信誉资料库，搜集、整

理各单位参与的项目、投入力量、审计质量、审计纪律执行

、被审计项目在社会的反响等数据资料。 三是建立竞争淘汰

及责任追究制度。记录参审中介机构及参审人员的不良行为

，对参审中介机构或参审人员有违反国家审计准则、审计纪

律、职业道德及参审要求等不良行为的，若情节严重、影响

恶劣，则取消其参审资格，并建议有关行业主管机构吊销其

相关执业资格，触及法律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查处。 四是建

立审计质量督查制度。适时抽查、复核、评估参审质量，通

过中介自评、审计组初评、审计机关考评三级考评程序，每

年对参审中介机构进行考评。考评可从参审中介的组织管理

、工作进度、审计质量、职业道德等方面进行量化打分。在

一定范围公布考评结果，以考核评比优劣，以考核促进质量

管理。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

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