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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见 我国内部审计协会发布的《内部审计基本准则》中规定

：“内部审计人员应具有较强的人际交往技能，能恰当地与

他人进行有效的沟通”。审计沟通的主要类型包括人员沟通

和组织沟通，常见的方式有书面沟通和口头沟通。由于工作

需要揭露错误和不足，内审人员与审计对象之间会存在着潜

在的冲突。所以，在内部审计沟通过程中的相关环节进行若

干心理学思考，在保证信息快捷传递和充分交流、增强内审

人员交往技能、处理好与审计对象的关系，保证内审工作顺

利开展等方面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一，了解沟通对象 

一是找出导入性沟通内容。沟通内容既要不让对方感到唐突

尴尬，又要不让其感到肤浅随意。如果太快进入敏感或尖锐

的主题，对方难以适应就可能回避、否认，甚至阻抗、厌恶

。为此，内审人员不可操之过急，应循序渐进。一方面，初

次接触审计沟通，面对询问、会谈、调查、征求意见时，特

别是被审计单位在管理中确实存在薄弱环节甚至违纪问题时

，多数沟通对象心里总是不踏实的，故内审人员可以先边缘

、再深入，使之适应；另一方面，内审人员的主观判断并不

一定总是正确的，通过先谈个人感受来获得对方反馈或解释

，进而可以调整判断。沟通中直奔主题，如果错了，会使审

计专业形象受损；即使对了，也可能使对方感到突然。再者

，沟通对象由于级别、岗位的限制，对深层次问题并不一定

真正清楚，内审人员太快将问题实质点出来，沟通效果会大



受影响。 二是探索心理问题的根源。从心理学的研究上看，

人的思维、情感、行为三者互相联系，引起心理问题的原因

是生理、心理、社会等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不仅横向交叉

，还有纵向联系，并且两者互相交叠。有些表面上看起来不

相干的人和事，却是问题的关键；有些好象是问题的主要原

因，细细探究，却只是一种表现。这就要求内审人员要善于

观察思考和分析判断，并透过现象看本质，辨别真假，找到

核心，搞清事情发展的来龙去脉，抓住主要矛盾和根本原因

，寻找合适的突破口，纲举才能目张。 第二，确立沟通目标 

一是沟通目标实现的必要条件：自我知觉敏感性，自我知觉

要客观、准确，不歪曲、不夸大或缩小事件的优劣程度，并

能意识到心理及行为是缘何而起；敏锐的观察力，要能准确

地从言语、行为中观察对方的思想和感受，了解其对话题的

看法和态度；投身于工作和生活的热情，热情之外，还要具

备解决困难的能力，有效适应并满足环境的需求；具备协调

性，在沟通的动机和结果之间要保持动态平衡，并能控制沟

通的言语和行动使之适合目标需要。 二是沟通目标的确定。

沟通目标的意义是：明确目标可以提供方向，引导过程；对

进展效果进行监控评估；督促双方积极投入。目标概念分析

：一般目标和个别目标，一般目标是指适用于所有沟通对象

的目标，审计沟通过程中需要根据内容的特点，在一般目标

指导下，确定只适用于特定对象的个别目标。终极目标和过

程目标，内审人员期望通过沟通所达到的目标，譬如了解单

位内控制度的建立和执行情况、固定资产保值增值情况、债

权债务情况、前任遗留问题说明情况等。这种目标就是心理

学研究上所指的终极目标。但就多数审计沟通的实际效果看



，终极目标的实现无法一步到位，需要设立一些阶段性的过

程目标。矫正目标和发展目标，矫正目标主要着眼于消除现

有不规范的行为；发展目标则重在学习经验、提升管理。内

部审计要认真履行监督职责，增强主动服务意识，内审人员

在沟通中可根据变化随时调整，将“一审二帮三促进”落到

实处。 三是沟通目标如何确定。首先决定由谁来确定目标，

在沟通进行前，有些内审人员根本不与对方讨论目标，而是

直接进入谈话内容。心理动力学派的研究认为此举会淡化具

体目标。由于事前明确目标可以缩短时间、激发对方积极性

，所以，审计沟通目标的确定应由双方共同参与讨论，内审

人员起主导作用。其次是让沟通对象做好心理准备。在沟通

前，被审计单位相关人员心理上会有一定的准备：可能会猜

测谈话的内容，也会设想如何应对处理。对于沟通对象的心

理防备，内审人员需要主动从情感入手，而后渐及具体目标

。如从同行之间的工作心得切入，与对方产生共鸣后再进正

题，这样就会自然顺畅，使沟通助力大于阻力。再次是留有

回旋余地。审计沟通目标要尽量具体，但具体不等于没有余

地。有经验的审计工作者会留有弹性，使之有回旋余地。心

理学研究认为这是必要而明智的作法。最后是目标焦虑问题

。矛盾的情绪反应指出：过高的目标有可能诱发沟通对象的

焦虑。内审人员为防止焦虑产生，应与对方就过程目标详细

讨论，并连续导向终极目标。让对方提供的询问答案、汇总

数据或书面材料能“跳一跳，够得着”，而不是短期内无法

实现。此外，还要让双方对目标负起责任。心理学家观察到

：“沟通双方越是负责，沟通的效果越好。但负责有时候意

味着长时间痛苦的努力，而这种痛苦是不受欢迎的。”让沟



通对象和自己同样承担责任并非易事，对方有时行为上能接

受询问谈话或提供书面材料，但心理上并不认可，会下意识

的塘塞或敷衍。 第三，把握沟通各个阶段 一是诊断阶段。此

阶段主要是了解情况并做出初步判断。由于审计专业的特殊

性，内审人员要特别注意的是：对方不一定配合，沟通可能

失败，双方也有可能由于建立沟通关系而产生严重的分歧和

对立。所以，内审人员不要企图从一个沟通对象中得到所有

问题的答案，事实上根本不可能，因为审计工作的性质决定

了审计沟通关系的脆弱。 二是实施阶段。该阶段是沟通中费

时较多和充分运用技巧的核心阶段，沟通的效益常由此产生

。《内部审计具体准则第11 号结果沟通》第十三条规定：“

内部审计机构与被审计单位进行结果沟通时，应注意沟通技

巧，进行平等、诚恳、恰当、充分的交流。”具体说来，内

审人员可根据自己的倾向和对方的特征来选择适当的沟通时

间、地点和方式，有效运用表达技巧和倾听技巧。不应存偏

见、倚经验，而应多倾听、多交流，在没有搞清事实时，不

轻易作判断、下结论，并尽量避免和化解人际冲突，来促进

沟通目标的实现。 三是巩固阶段。此阶段是总结提高的阶段

。“审计沟通结束”可以是单次结束，也可以是整个结束。

对前者，要做好此次小结和下次准备，包括布置任务。例如

，向审计组提供询问内容的书面解答或汇总说明的提交时间

或下次沟通的主题等。对后者，要做好回顾总结，并进行必

要的追踪思考，把经验运用于以后的工作中，这既是对审计

人员和审计对象的负责，也是为了更好地提高沟通技巧和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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