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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这一突发公共事件对审计行业的影响和变

革正在显现，其中之一便是审计信息化的建设问题。1998

年底审计署向国务院提出开展审计信息化的建议；2002

年 7 月国家发改委（时称国家计委）正式批准“金审工程”；

2018年 5 月 23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的中央审计

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要坚持科技强审，加强审计信

息化建设”；2020 年 2 月，审计署指出各级审计机关要充

分认识到大数据审计在审计中的重要性。20 多年来，我国

一直非常重视审计信息化建设。作为审计三大主体之一的

内部审计，其信息化建设成效在此次疫情中面临巨大的考

验，实际检验效果不尽如人意。2018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

央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要加强对内部审计工作

的指导和监督，调动内部审计和社会审计的力量，增强审

计监督合力”。内部审计在与政府审计的联动、对接和共享

中都离不开信息化的支持，例如建立大数据平台共享数

据，这种共享既有利于政府审计更加高效、多样化地收集数

据，也有利于内部审计及时发现本单位漏洞，建立预警机

制。但内部审计信息化不容乐观的发展现状，制约了内部

审计作用的发挥。本文试图探究制约内部审计信息化发展

的因素，以期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加以改进。

一、文献综述
（一）我国内部审计信息化建设的必要性

国际上，许多发达国家如英国、美国、意大利早在 20

世纪 60、70年代就开始审计信息化方面的研究。审计人员

对审计信息化的接受程度越来越高，Braun 和 Davis [ 1 ]指

出随着审计信息化的开展，审计人员已经意识到审计软件

的优势，并且希望通过增加相关培训使审计工作更加高效。

在国内，学者郑蕊平[ 2 ]提出，信息化既能对内部审计工作

起到提质增效的作用，又是促进内部审计转型的关键手

段。不少学者结合具体的行业特征，对内部审计管理信息系

统建设提出要求。缪铁文等[3 ]认为建设内部审计信息化是

持续提升央行履职能力的内在要求；税敏等[ 4 ]从石油企业

出发，认为数字石油的稳步推进，使得审计对象数字化、隐

性化，内部审计管理信息系统的建设迫在眉睫。

（二）内部审计信息化影响因素

Janvrin et a l.[ 5 ] 根据涵盖了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和各

地公司共 182 份数据认为事务所规模会影响相关审计程

序的使用。James 和 Schaler[6 ]指出，组织中其他信息系统

能否与审计信息系统兼容发展是影响内部审计信息化的
原因之一。袁惠民[7 ]通过对江苏省行政事业单位的内部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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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信息化问卷调查发现我国行政事业单位内部审计信息

化水平较低，制度、成本、内部审计员工胜任能力等是造成
该现象的重要原因。孙震[ 8 ]采用 UTAUT理论结合实证方
法研究得出内部审计人员信息系统接触频率、内部审计人
员审计工作年限两个因素与央行内部审计信息化程度显
著相关。苏娟[9 ]指出企业整体信息化建设程度是影响企业
内部审计信息化的重要因素。祝青等[10 ]通过对广西 60 所
高校的问卷研究得出内部审计员工不足、应用软件缺乏、
对员工的培训不足等是导致高校内部审计信息化发展落
后的重要因素。

综上所述，目前国内外针对内部审计信息化成因的研
究取得了一定进展，发现影响内部审计信息化因素涉及宏
观层面和微观层面，覆盖面较广，研究方法涵盖理论分析

和实证分析。但研究尚存在以下不足：（1）大多数文章从本
单位内部审计信息化建设情况或者行业内小范围信息化
建设情况出发进行影响因素分析，调研范围受限，结论代
表性不强；（2）内部审计信息化影响因素的概括缺乏理论
框架支撑，缺少系统性和完整性；（3）鲜有文章对分析结论
进行数据验证，结论缺乏客观性和证明力。因此，本文采用
“模型 + 实证”的方法，以江苏省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为
例，采用发放问卷的形式对内部审计信息化影响因素进行
实证研究，以期对上述不足加以改进。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TOE理论认为一项新技术是否被采纳取决于技术、组

织和环境的共同影响。技术因素包括平台基础、兼容性和
复杂性等；组织因素包括单位规模、性质、结构、财务资源、
人力资源等；环境因素包括行业环境、政府支持、地区经济
发展情况等。基于文献可知，

影响内部审计信息化的因素
很多，但是缺乏系统性归纳。
因此，本文尝试结合前人研
究结果，将已知的内部审计
信息化影响因素分类概括，
纳入 TOE理论框架，并试图
找出研究中的不足加以完善
（见图 1）。针对目前技术因素
和环境因素已经有较为详细
的论述[ 6- 10 ]，而组织因素的研
究尚处于空白情况，本文决
定从组织层面入手探究内部

审计信息化的影响因素并提
出研究假设。

（一）单位规模影响内部审计信息化

内部审计部门是组织架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内部
审计部门日常办公属于整个组织业务流程的一环，研究内
部审计是否需要信息化必须先要研究组织业务流程的信
息化。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规模较大的单位在生产、销
售、采购等基础运营环节和财务管理、会计核算、人力资源
等辅助环节逐步实现自动化、信息化，通过使用各种软件
进行管理。单位各环节的信息化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违法或
不道德的行为线索更加隐蔽，审计风险加大，对单位造成
的损失也加大。因此，单位其他环节的信息化加速了内部
审计的信息化。

撇开架构的角色，单位是否有内部审计独立部门或业
务复杂程度也会影响内部审计信息化。内部审计日常运行

包括事务性管理和内部审计作业。事务性管理包括对部门
运行、人员、计划、文件的管理等；内部审计作业包括审前
准备、实施审计和审计终结。单位对内部审计信息化的需求
取决于内部审计部门日常任务是否需要信息化。规模不大、
内部审计人员较少的单位，其结构比较简单，内部审计部门
对管理的需求并不迫切，这样的单位更偏向于内部审计能
够发挥审计作业功能，因此可能更多地使用辅助审计软件
而不是审计信息系统；相反，若是规模较大、内部审计人员
较多的单位，设有单独的内部审计部门，需要对部门日常运
行、人员流动等进行管理。规模较大的单位审计业务可能比
较复杂，审计计划的安排、审计作业的实施也较为复杂，各
种文件需要大量地储存。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1：内部审计信息化水平与单位规模呈显著正相
关关系。

假设 2：内部审计信息化水平与内部审计人员数量呈

图 1 内部审计信息化影响因素 TOE 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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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正相关关系。
（二）单位内部审计信息化相关制度因素
制度建设是单位特征中规范化的体现，是否建立制度

以及制度是否健全是内部审计信息化重要影响因素之一。
首先，建立内部审计信息化相关制度体现了单位重视内部
审计信息化的开展，这一举措对员工释放了积极信号，促
使员工在思维上转变对审计的固有观点，更好地接受内部
审计信息化；其次，制定内部审计相关制度能够推动内部
审计信息化的建设，建立内部审计信息化相关制度的过程
就是制定审计目标、细化责任体系、明确胜任能力等一系
列事项的过程。它不仅能让内部审计员工更好地了解信息
化，接受信息化，同时员工在制定相关制度时可以学习信
息化相关知识和操作，促使员工更快地进入工作状态；最
后，完善的内部审计相关制度能够保障内部审计信息化的
发展，标准的制定细化了工作流程，有利于缺乏胜任能力
的员工也能按照标准开展审计工作，实现“干中学”。同时，
标准的制定也有利于单位开展绩效考评，促使考评结果更
加公平、透明。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3：内部审计信息化水平与内部审计信息化相关
制度建设水平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三）单位内部审计员工因素
内部审计员工是组织资源的组成部分，是信息化的终

端用户。虽然其不是“内部审计信息化”这一产品的直接购
买者，但是他们对内部审计信息化的接受程度能够促进或
者抑制单位内部审计信息化进程。内部审计人员的接受程
度主要体现在意识层面的接受程度和胜任能力。从意识层
面来说，一项新技术的发展常常会打破人的惯性思维和惯
用行为方式，这对于部分传统的内部审计人员来说并非易
事。此外，不管是辅助审计软件还是审计信息系统，在初期
运行时都与单位其他业务有磨合过程，这一过程有可能增
加审计难度，使内部审计人员难以接受。从长期来看，审计
信息系统的运行有可能会导致一部分内部审计人员失业。
以上可能导致部分传统、年龄较大的内部审计人员难以接
受审计信息化这种审计方式，他们对内部审计信息化的接
受程度会低于那些愿意接受新鲜事物、年轻化的内部审计
人员。从胜任能力的角度来说，目前兼具计算机能力和审
计能力的人才稀缺，大多数内部审计人员具有丰富的审计
能力，但是缺乏对计算机知识的系统学习，他们接受内部
审计信息化的程度会低于具有计算机知识的内部审计员
工。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4：内部审计信息化水平与内部审计员工年轻化
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假设 5：内部审计信息化水平与内部审计员工学历层
次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三、研究设计
（一）变量选取
1.因变量
根据问卷设计，因变量共有四个选项，分别为已使用

内部审计管理信息系统（也可称为审计信息系统）、仅使用
辅助审计软件、尚未开展内部审计信息化建设、对此不清楚。
（1）内部审计管理信息系统
内部审计管理信息系统利用计算机网络技术整合单

位内部各种运营管理数据库，内嵌计算机辅助软件，帮助
内部审计人员及时、准确地对内部经营管理数据进行较为
全面的把握。内部审计管理信息系统的使用改革了内部审
计手段和方式，帮助内部审计人员及时、准确和全面了解
审计对象及审计项目的情况，科学制定审计计划和调整审
计力量，提高审计工作效率，促进审计工作规范化、标准
化、制度化。内部审计管理信息系统一般根据各单位特点设
计，普遍包括四个模块：内部审计工作管理模块、审计项目
管理、审计作业模块、审计知识模块。审计工作管理包括年
度计划的编制、审计人员管理、外聘人员管理等；审计项目
管理包括审计项目计划、审计方案、项目文档、项目评价
等；审计作业管理涵盖审计实施方案、审计底稿、审计报告
等；审计知识管理包括法规库、历史项目、审计知识等。
（2）辅助审计软件
审计人员利用计算机辅助审计软件，对被审计单位开

展独立、客观的审计，旨在增加组织价值、改善组织运营。
计算机辅助审计历经三个阶段：绕过计算机审计、通过计
算机审计、利用计算机审计。随着单位发展越来越信息化，
审计对象更加复杂，审计证据更难寻觅，利用计算机审计
越来越被审计人员推崇。现代计算机辅助审计在此基础上
发展审计软件，提高了审计工作的效率和便捷性。

2.自变量
本文基于前人文献和 TOE理论组织层面设计问卷自

变量问题，自变量包括：单位规模、内部审计人员数量、内
部审计信息化相关制度建设、内部审计员工年龄分布、学
历结构。为了增加模型整体解释力度，将单位性质[ 7 ]纳入
模型。变量具体释义如表 1所示。
（二）模型设计———多分类 Logis tic 模型
由于本文因变量为无序分类变量，因此选择多分类

Logis tic 模型建立回归模型。因变量有四个选项，以第四
个选项“对此不清楚”为参照；自变量均以最后一个选项为
参照，参照组系数为 0，其他选项都与其对比。由于因变量
有四种选项，因此建立三个 Logis tic 模型，分别用（1）（2）
（3）来表示。其中 Pi代表分别选择“已经使用内部审计管
理信息系统”“仅使用辅助审计软件”“尚未开展内部审计
信息化建设”“对此不清楚”的概率；α为截距；X为解释

119



会 计 之 友 2021 年 第 18 期

FRIENDS OF ACCOUNTING
审 计 广 角

变量；β 表示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方向与影响

程度。

Log（ P1
1- P4

）=α1+
n

i= 1
Σβ1iXi （1）

Log（ P2
1- P4

）=α2+
n

i= 1
Σβ2iXi （2）

Log（ P3
1- P4

）=α3+
n

i= 1
Σβ3iXi （3）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分析
本文在借鉴前人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根据内部审计信

息化影响因素设计问卷，问卷于 2019 年 3 月在江苏省发
放，最后回收问卷 998 份，删除无效值后，得到有效问卷
925 份。此次调查问卷范围覆盖行政部门、事业单位、国有
企业及其他类型单位；单位层级涵盖行政机关或企事业单

位的总部、分部和单一企事业单位。另外，此次调查问卷单
位所处行业涉及农林牧渔业、采掘业、制造业等 14

个行业，行业分布比较广泛，其中占比最多的三个行
业分别为金融保险类、社会服务类和综合类，分别占
比 14.6%、25%和 29.7%。内部审计员工职位级别
包括部门负责人、信息化建设技术人员、一般审计人
员，占比分别为 37.1%、3.5%和 59%。根据问卷部分
基本信息可知，本次调查对象数目可观，分布行业广
泛，所涉及单位性质和所属层级类型覆盖面广；内部
审计员工性别、职位和职级分布较为均衡，整体问卷
比较有代表性。内部审计信息化的实施情况为：尚未
开展内部审计信息化建设的单位占比 57.7%，已使
用内部审计管理信息系统的单位仅占 23.9%，内部

审计信息化实施情况标准差为 0.927，说明

各单位内部审计信息化情况差距较大，我国
内部审计信息化建设尚需努力。
（二）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使用 SPSS25.0 进行实证分析，将

所有解释变量纳入方程后，结果显示模型拟
合程度显著性为 0.000<0.05，说明方程中至
少有一个解释变量的系数不为 0，模型整体
有效。似然比检验结果如表 2所示，所有变量
解释力度的显著性均小于 0.05，对模型都有
较好的解释力。随后对模型进行参数估计和
检验，根据模型估计结果，可将影响内部审计
信息化的影响因素归纳如下：

1.单位规模
单位规模对选择使用内部审计管理信息系统有显著

正向影响，即规模越大，单位选择使用内部审计管理信息
系统的概率越高，假设 1得到验证。表 3佐证了回归结果，
其实测频率与预测频率的皮尔逊残差均小于 2，拟合程度
较好。如表 3 所示：规模属于微小型和小型的单位，其尚未
开展内部审计信息化的概率远超中、大型规模单位；大型
规模单位实施内部审计管理信息系统的概率最大，为
47.0%。

单位规模作为 TOE理论组织层面因素之一，其与单
位实施内部审计管理信息系统概率成正比的原因可能有
以下两点：一是规模越大的单位，其信息化程度相对越高，
单位整体信息化程度高倒逼内部审计开展信息化；二是规
模越大的单位，其内部审计员工相对较多，有独立内部审

计部门的概率较高，更加需要管理信息系统来帮助管理内
部审计部门和合理高效地安排审计作业。

2.内部审计员工数量
内部审计员工数量对选择实施内部审计管理信息系

类型 变量 取值

因变量 内部审计信息化水平
1= 已经使用内部审计管理信息系统；2= 仅
使用辅助审计软件；3= 尚未开展内部审计信
息化建设；4= 对此不清楚

自变量

单位规模 1= 微小型；2= 小型；3= 中型；4= 大型

内审人员数量（不包括总部及其他分部）

内审人员学历 1= 大专及以下；2= 本科；3= 研究生及以上

内审信息化相关制度
建设情况

1= 有健全、成文制度；2= 有成文制度但不健
全；3= 没有成文制度

内审人员年龄

单位性质
1= 行政机关；2= 事业单位；3= 国有企业；
4= 除以上类型外的其他类型企业

表 1 变量释义

效应
自由度 显著性

截距 0

内审人员学历 3 0.000

模型拟合条件 似然比检验

简化模型的 - 2
对数似然

卡方

1 358.486a 0.000

1 415.062 56.576

单位规模 3 0.0001 388.860 30.374

内审人员数量 1 393.657 35.171 3 0.000

单位性质 1 437.232 78.746 9 0.000

内审信息化制度 1 583.752 225.267 6 0.000

内审人员年龄 1 370.176 11.691 3 0.009

表 2 似然比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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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与仅使用辅助审计软件或不开展

内部审计信息化建设无显著相关关系，这一结论验证了假
设 2，即在组织层面，内部审计人员数量越多，选择实施内
部审计管理信息系统的可能性越大。内部审计人员数量较
多，内部审计部门管理和审计作业实施都会更加复杂。具
体来说，内部审计人员越多，有独立内部审计部门的概率
越大，部门运行、人员流动等日常事务越复杂，需要管理信
息系统的概率越大。另外，随着内部审计人员增加，审计计
划的制定、审计作业的实施、文件的管理都相对复杂。因
此，越需要审计信息系统的帮助。

3.单位性质
表 4 的回归结果并不能反映很多信息，仅能说明行政

部门和事业单位都不倾向于使用内部审计管理信息系统

或者使用辅助审计软件。如表 3所示：行政部

门、事业单位中尚未开展内部审计信息化的
概率较大；国有企业中已经使用内部审计管
理信息系统的概率和尚未开展内部审计信息
化的概率相当；以民营企业、合资企业、外资
企业为主的其他类型企业中已经使用内部审
计管理信息系统的概率最大。

单位性质作为组织层面因素之一，能够
影响内部审计信息化的原因可能在于：大多
数行政事业单位会计信息化建设速度较慢，
有些甚至尚未开展，更不用说审计信息化建
设[ 11 ]；领导班子对内部审计信息化建设不够
重视，人员、资金投入不足，缺乏与单位财务、

内部控制相衔接的内部审计管理系统[12 ]。
4.内部审计信息化制度
如表 4 所示：有健全、成文制度的单位会

选择实施内部审计管理信息系统，越不会出
现尚未开展内部审计信息化建设的情况；有
成文制度但是不健全的单位也更加倾向于选
择实施内部审计管理信息系统或者使用辅助
审计软件，这一结果验证了假设 3。另外，在
同样是有成文内部审计信息化相关制度的情
况下，相关制度健全的单位选择开展内部审
计信息系统建设的概率是无相关制度单位的
19.654 倍，而相关制度不健全的单位开展内

部审计信息系统建设的概率是无相关制度单
位的 6.061 倍，这一结论充分说明了内部审
计信息化相关制度健全的重要性。

5.学历变量
内部审计员工学历越高，单位实施内部

审计信息系统或者使用辅助审计软件的概率越高，这一结

论验证了假设 5。如表 3所示：学历变量中，皮尔逊残差的
绝对值均小于 2，说明模型拟合度较好。结果可知，内部审
计员工学历多为大专及以下的单位，其尚未开展内部审计
信息化的概率远高于学历多为本科及以上的单位，并且内
部审计员工学历越高，该单位选择实施内部审计管理信息
系统的概率越大，其中内部审计人员学历多为硕士及以上
的单位选择实施内部审计管理信息系统的概率最高。

员工是一个组织的基础，员工素质决定了组织的发
展。员工学历作为员工素质的表现之一，其对内部审计信
息化的影响可能在于：一是学历越高，其接受计算机知识
系统化培训的可能性越大，即有较好的胜任能力，因此对
实施内部审计信息化的接受程度越高。二是学历越高，对

变量
百分比

实测 /% 预测 /%

学历

5.7 5.9

74.4 74.6

实施情况 皮尔逊残差

大专及以下
Y=1 - 0.146

Y=3 - 0.061

23.7 23.6
本科

Y=1 0.085

Y=3 0.056 57.7 57.6

Y=3 0.000 36.7 36.7

Y=1 0.000 55.7 55.7

研究生及以上
Y=1 - 0.094 58.2 58.6

Y=3 - 0.079 27.6 27.9

规模

微小型
Y=1 - 0.959 0.0 3.0

Y=3 - 0.368 76.7 79.4

小型
Y=1 - 1.252 6.8 9.0

Y=3 0.303 73.7 72.9

中型
Y=1 1.657 26.7 23.3

Y=3 - 0.192 57.3 57.7

大型
Y=1 - 1.053 43.3 47.0

Y=3 0.082 35.7 35.4

行政部门
Y=1 0.000 11.8 11.8

Y=3 0.000 72.8 72.8

事业单位
Y=1 0.000 10.7 10.7

Y=3 0.000 73.8 73.8

国有企业
Y=1 0.000 37.1 37.1

27.9 27.9Y=3 0.000
其他

单位
性质

1= 已使用内部审计管理信息系统，3= 尚未开展内部审计信息化建设

表 3 部分变量实测频率与预测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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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尚未开展内部审计信息化建设

显著性 /B Exp（B）

截距
0.337
（1.258）

单位规模
0.275
（0.214）

1.238

信息化制度 = 没有成文制度 0b

已使用内部审计管理信息系统

显著性 /B

0.000***
（- 8.710）

0.000***
（1.147）

0b

仅使用辅助审计软件

Exp（B） 显著性 /B Exp（B）

0.010***
（- 4.020）

3.147
0.129
（0.359）

1.432

0b

内审人员数量
0.269

（- 0.241）
0.786

0.009***
（0.622）

1.863
0.504
（0.160）

1.173

单位性质 = 其他 0b 0b 0b

信息化制度 =有健全、成文制度
0.000***
（3.010）

20.294
0.796

（- 0.102）
0.903

0.018**
（- 0.751）

0.472

信息化制度 = 有成文制度但不健全
0.001***
（1.860）

6.425
0.014**
（1.118）

3.057
0.399

（- 0.324）
0.724

年龄
0.239
（0.024）

1.025
0.003***
（0.063）

1.065
0.274
（0.019）

1.019

学历
0.000***
（2.010）

7.466
0.007***
（0.981）

2.667
0.404
（0.246）

1.279

单位性质 = 行政部门
0.003***

（- 2.019）
0.133

0.017**
（- 1.671）

0.188
0.966

（- 0.027）
0.973

单位性质 = 事业单位
0.002***

（- 2.202）
0.111

0.002***
（- 2.370）

0.093
0.637

（- 0.314）
0.730

单位性质 = 国有企业
0.013**

（- 1.740）
0.176

0.448
（- 0.539）

0.583
0.435

（- 0.529）
0.589

表 4 内部审计信息化影响因素回归结果

注：**和 ***分别代表在 5%和 1%水平显著，括号内为 B值。

新鲜事物的接受程度越高，即思维不固化，因此对减少传

统审计方式，利用计算机审计的接受程度更高。

五、总结
本文基于 TOE理论框架，详细阐述了技术层面、组织

层面和环境层面对内部审计信息化的影响。结合前人的研

究成果和不足之处，本文着重展开 TOE理论中组织层面

对内部审计信息化的影响。经过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TOE理论框架的三个要素均对内部审计信息化的发展起

到重要作用：技术层面中，平台基础、内部审计软件、系统

与其他软件、系统的兼容性及内部审计管理系统的复杂性

决定了单位内部对内部审计信息化的接受程度；环境层面

中，地区发展因素、法律法规、行业准则的建设程度、内部

审计信息化理论体系的建设等均能影响内部审计信息化

的发展高度；组织层面中，本文以江苏省各大单位内部审

计信息化实施情况为样本，分析了内部审计信息化影响因

素，从实证结果可知：单位规模、内部审计员工数量、内部

审计员工学历层次与内部审计信息化显著正相关，即规模

越大、内部审计员工数量越多，内部审计员工学历层次越

高，单位选择建设内部审计管理信息系统的概率越大；相

较于行政部门和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内部审计信息化程度

更高；有内部审计信息化相关制度的单位，内部审计信息

化程度越高，其中信息化制度健全的单位选择建设内部审

计管理信息系统的概率大于制度不健全的单位；内部审计

员工年龄与内部审计信息化建设并无显著相关关系。此次

研究旨在填补 TOE理论框架中组织层面对内部审计信息

化影响因素解释的空白，促使这一理论框架更具规范性、

完整性。

六、加快内部审计信息化建设的对策建议
（一）内部审计人员数量应与单位性质、规模相符

内部审计人员的数量与内部审计信息化程度显著相

关，配备适当的内部审计员工可以推动单位内部审计信息

化的发展。我国相关制度规范中对内部审计人员配备的数

量有明确的规定，例如中央企业专职内审人员数量占在岗

职工人数原则上不低于 2‰，高风险行业、大型企业和国

审 计 广 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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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化经营指数较高的企业要力争达到 3‰以上①；商业银

行应配备充足的内部审计人员，原则上不得少于员工总数
的 1%②；保险机构专职内部审计人员数量原则上应不低于
保险机构员工人数的 5‰，且配备专职内部审计人员不少
于三名③。为了更好地推动内部审计信息化，从宏观角度来
说，相关部门应制定覆盖更多行业和不同规模的内部审计
人员数量的政策规定，并对各单位的履行情况进行后续监
督，积极落实政策规定，使内部审计人员达到或者超过规
定的人数。从微观角度来说，各单位若想建立内部审计管
理信息系统并有效运行，应该按照规定和单位自身特点招
聘足够数量的内部审计人员。
（二）建立成文、健全的内部审计信息化相关制度规范
科学的理论能够推动实践的发展，健全的内部审计信

息化制度规范能够推动内部审计信息化实践的发展。我国
缺乏内部审计信息化相关制度规范，虽然中国内部审计协
会于 2013 年 8 月 23 日发布过《第 2203 号内部审计具体
准则———信息系统审计》，但是这一准则所界定的是内部
审计如何对单位信息系统等进行审查与评价，而非内部审
计自身如何发展信息化。因此，相关部门应针对内部审计
特点制定信息化相关的制度、规范和标准，以更好地推动
内部审计信息化的发展。各单位也应根据自身特点建立并
且完善本单位内部审计信息化的相关制度，以更好地指导
内部审计信息化实践。
（三）推动政府部门、事业单位积极实施内部审计信

息化

相对于国有企业来说，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在内部审
计信息化建设方面处于落后态势。因此，为了加快行政部
门、事业单位的内部审计信息化进度，首先应该破除审计
人员对传统审计方式的固化认知，提高行政部门事业单位
对内部审计信息化重要性的认识；其次，对内部审计人员
进行信息化方面的理论教学和实操培训，促使内部审计人
员更快更好地利用现代化审计手段。此外，可适当增加资
金支持力度，帮助单位更好地配置内部审计信息化所需软
硬件。
（四）关注内部审计人员异质性
内部审计人员异质性会影响其对信息化的接受程度，

进而影响单位内部审计信息化实施程度。因此，招聘胜任

的内部审计人员至关重要。单位应该重视内部审计人员的
年龄结构和学历结构，及时为内部审计队伍补充新鲜血
液，年轻人和高学历人才对新鲜事物的接受程度相对较

高，在日后学习、实践中对内部审计管理信息系统或者辅
助审计软件的掌握可能更快更好，他们在内部审计信息化
的建设中起着中流砥柱的作用。内部审计人员知识结构与
内部审计信息化显著相关，复合型人才能大力推动内部审
计信息化发展，单位招聘内部审计员工应考察其知识结
构，尤其是是否具有信息化相关知识，在日后培训中，应该
根据自身需求对内部审计人员进行计算机理论与实践的
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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