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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前我国对内部审计人员职业胜任能力的相关要求不甚完善，而国际内部审计发展对内部审计人员
职业胜任能力的要求却不断提高，因此我国内部审计人员面临着转型挑战。要实现我国内部审计事业与国际同行

业的尽快接轨，实现我国内部审计的顺利转型，当务之急是构建我国内部审计人员职业胜任能力框架。在借鉴国

内外研究成果和问卷调查分析的基础上，设计了由专业知识、个人技能、审计工具与技术和职业道德构成的我国内

部审计人员职业胜任能力框架，旨在为我国内部审计人员提供职业胜任能力参考标准，以此来不断提升自身素质

和提高内部审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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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内部审计人员具备足够的职业胜任能力并且在实践中不断提高这些能力，是内部审计部门充分履

行保证与咨询职能以及实现企业价值增值目标的重要前提。由于企业内部对各层级内部审计人员职业

胜任能力的要求有所不同，因此需要建立内部审计人员的职业胜任能力框架。该框架的建立有助于发

挥如下作用：（１）为制定内部审计人员的职业胜任能力评价标准奠定基础，实现对内部审计人员职业素
质的客观评价。（２）为评估我国内部审计人员的职业胜任能力现状提供支持，实现内部审计人力资源的
科学化管理，进而提高内部审计工作的总体效率。（３）为内部审计人员职业胜任能力准则的改善提供参
考，缩小我国内部审计准则与国际内部审计准则在内部审计人员职业胜任能力规定方面的差距。（４）为
开展内部审计人员的后续教育提供依据。（５）为开展内部审计理论研究拓展空间。

１９９９ 年，国际注册内部审计师协会（简称 ＩＩＡ）发布了《内部审计人员专业胜任能力框架》（简称
ＣＦＩＡ），该框架第一次提出了具体的、体系化的内部审计人员职业胜任能力要求。随后，英国、比利
时、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的内部审计协会也相继出台了符合本国国情的内部审计人员职业胜任能力

框架并加以推广使用。这些框架都是基于各国所处的技术环境和经济情况等制定，且均具有要求具

体、人员分层、内容整体等特点，给人们的查阅和学习带来了极大的方便。我国于 ２００８ 年发布了《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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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审计具体准则第 ２９ 号———内部审计人员后续教育》，该准则虽然对不同层级的内部审计人员应当
具备的职业素质作了区别规定，但要求粗化、内容零散，故该准则对内部审计人员职业胜任能力的指

导性较差。因此，有效借鉴 ＩＩＡ 和其他国家内部审计组织关于内部审计人员职业胜任能力框架的规
定，将有益于提高我国内部审计人员胜任能力的规定吸纳到我国内部审计准则中来，这既是我们推进

内部审计快速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我们必须承担的紧迫任务。

自 ２００１ 年安然等事件爆发以来，内部审计的地位得到提升，内部审计与内部控制、公司治理、风
险管理等结合得更加紧密，内部审计从企业后台被推到前台，并与董事会、高管层、外部审计共同构成

公司治理的四大基石［１］。内部审计地位的提升、范围的扩展和审计重点的转移对内部审计人员的专

业知识、个人技能、审计工具等提出了新的要求。当前，我国内部审计正处在转型的关键时期，内部审

计人员能否适应从财务收支审计向内部控制审计的转变、从经营层业务导向审计向战略层治理导向

审计的转变、从事后审计向全程审计的转变、从查错防弊导向审计向价值增值导向审计的转变，以及

是否具备开展公司治理审计、内部控制审计和风险管理审计的职业胜任能力，决定着我国内部审计能

否顺利实现转型。因此，要实现我国内部审计事业与国际同行业的尽快接轨，实现我国内部审计的顺

利转型，当务之急是构建我国内部审计人员职业胜任能力框架。

本文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了解并分析我国内部审计人员职业胜任能力的基本情况，并借鉴国内

外关于内部审计人员职业胜任能力方面的研究成果，设计了我国内部审计人员职业胜任能力框架。

二、问卷调查与分析

（一）基本情况

基于研究的需要，本文设计了《内部审计人员职业胜任能力调查问卷》，借鉴中国内部审计协会

内部审计发展研究中心的成果，问卷内容涉及我国内部审计人员对职业胜任能力的掌握情况，对我国

内部审计人员职业胜任能力框架和培训机制设计内容的相关建议等［２］。具体内容包括四大部分：

（１）内部审计人员所在企业基本情况；（２）内部审计人员的工作情况；（３）内部审计人员专业知识、个
人技能、审计工具与技术素质；（４）内部审计人员职业胜任能力的提升情况。

问卷调查采用网络调查与实地调查相结合的方式，面向全国范围内的内部审计人员共发放问卷

６００ 份，实际收回有效问卷 ５５０ 份，问卷有效率为 ９１ ６７％。本次问卷调查涉及的行业包括电信、金
融、服务、教育、房地产、钢铁、电子、投资、生化、工业、农产品加工、酒、石油、制造业、综合产业等，笔者

对收回的有效问卷按照不同标准进行分类统计的情况如下：根据被调查对象所在企业的性质进行分

类，有限责任公司的占 ４５ ４５％，国有独资公司的占 １８ １８％，股份有限公司的占 ３６ ３６％；根据被调查
对象所在企业的隶属区域进行划分，东部地区的占 ８３ ６４％，中部地区的占 １２ ７３％，西部地区的占
３ ６４％；根据被调查对象所在企业的规模进行分类，大型企业的占 ４０％，中型企业的占 ５６ ３６％，小型
企业的占 ３ ６４％。

（二）统计结果与分析

本次问卷调查的统计结果显示，８９ １％的调查对象所在企业设立了内部审计机构。内部审计机
构隶属情况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被调查对象所在企业的内部审计部门隶属情况

隶属机构 董事会 监事会 总经理 副总经理或总审计师 与纪检、监察合署办公 合计

统计量 ２３１ ７１ ４５ ４５ ９８ ４９０
占比 ４７． ２７％ １４． ５５％ ９． １０％ ９． １０％ ２０％ １００％

　 　 本次问卷调查的一项内容是要求被调查对象根据其工作所涉及的审计类型按照工作量大小进行
排序，再按照排列最先到排列最后的顺序对选项分别赋值 １１ 分到 １ 分，并对 １１ 个选项加总分后取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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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数，最后得出主要审计类型的得分情况如表 ２ 所示。同时，本次问卷调查对被调查对象所在单位内
部审计人员的专业构成也是通过排序方式进行的，各专业人数的平均得分如表 ３ 所示。

表 ２　 内部审计人员开展的主要审计类型得分情况

审计

类型

财务

审计

内部控制

审计

合规

审计

风险

审计

舞弊

审计

经济责任

审计

投资项目

审计

经济效益

审计

物资采购

审计

专项

审计
ＩＴ审计

平均分 ８． ４３６ ７． ５２７ ６． ４５５ ６ ４． ３４５ ４． ０３６ ３． ８ ３． ６７３ ３ ２． ８５５ １． ０１８

表 ３　 内部审计人员专业构成比例得分情况

专业
会计学 ／
审计学

金融学 管理学 计算机 建筑学 工程技术 法律 其他

平均分 ７． ０１９ ３． ４１８ ３． ９０９ ２． ４ １． ６７３ ２． ３６４ １． ８９１ ０． ３０９

　 　 另外，本次问卷就被调查对象对专业知识重要程度的认识、个人技能、审计工具和技术以及职业
道德等方面进行了调查。在被调查对象对专业知识重要程度的认识方面，会计学、计算机和管理学最

受关注，财政学和经济学次之，法学和工学再次之，外语受到的重视程度最低（如表 ４ 所示）。在个人
技能方面，多数被调查者认为沟通协调能力、管理能力和专业判断力很重要，理论联系实际能力、变革

能力、实际操作能力次之，写作能力受到的重视程度最低（如表 ５ 所示）。在审计工具和技术方面，被
调查者对内部控制工具运用的重视程度最高，而商业分析工具的使用受到的重视程度最低（如表 ６
所示）。在职业道德方面，正直诚信、廉洁、保密这三项得到的重视程度较高，职业审慎、遵纪守法、社

会责任、追求卓越等也均得到不同程度的重视，但重视程度相对偏低（如表 ７ 所示）。

表 ４　 内部审计人员对各种专业知识的重视程度

专业知识 会计学 管理学 计算机 财政学 经济学 法学
工学

（基建工程方面）
外语

统计量 ４７０ ３５０ ３５０ ２３０ ２２０ １８０ １３０ ３０
占比 ８５． ４５％ ６３． ６４％ ６３． ６４％ ４１． ８２％ ４０％ ３２． ７３％ ２３． ６４％ ５． ４５％

表 ５　 内部审计人员对各种个人技能的重视程度

个人技能 沟通协调能力 专业判断力 管理能力 理论联系实际能力 变革能力 实际操作能力 写作能力

统计量 ４４０ ４２０ ４２０ ２７０ ２７０ ２２０ １３０
占比 ８０％ ７６． ３６％ ７６． ３６％ ４９． １０％ ４９． １０％ ４０％ ２３． ６４％

表 ６　 内部审计人员对各种审计工具和技术的重视程度

审计工具

和技术

内部控制

工具

风险管理

工具

信息技术软件

和分析工具

经营管理

工具
预测工具

计算机辅助

审计工具

商业分析

工具

统计量 ４５０ ３３０ ２８０ ２７０ ２３０ ２１０ １４０
占比 ８１． ８２％ ６０％ ５０． ９１％ ４９． １０％ ４１． ８２％ ３８． １８％ ２５． ４５％

表 ７　 内部审计人员对职业道德的重视程度

职业道德 正直诚信 廉洁 保密 职业审慎 遵纪守法 社会责任 追求卓越

统计量 ５１０ ５１０ ４７０ ３４０ ２５０ １６０ ５０
占比 ９２． ７３％ ９２． ７３％ ８５． ４５％ ６１． ８２％ ４５． ４５％ ２９． １０％ ９．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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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调查结论对框架设计的作用

根据问卷调查的统计与分析结果，本文认为此次调查结论能对我国内部审计人员职业胜任能力

框架的设计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１． 在设计思路方面，由于我国多数企业的内部审计机构主要对公司经营行为进行审计，内部审
计机构的总体地位、权力、独立性和客观性得以保证，因此框架基本可以按照内部审计机构设在董事

会、监事会之下或与纪检、监察部门合署办公的情形进行设计。

２． 在框架内容的分类方面，由于多数被调查对象持有注册会计师或注册内部审计师证书，因此
在设计框架时可以根据注册内部审计师、注册会计师相关教材的知识结构对会计学、审计学的相关专

业知识和审计技能进行相应的分类和规定。

３． 在对内部审计人员职业胜任能力的具体要求方面：（１）由于传统审计类型（如财务审计、内部
控制审计、合规审计、经济责任审计、舞弊审计等）仍然受到多数企业的重视，因此应对这些方面的职

业胜任能力提出较高要求，同时，对在国际趋势影响下日益受到重视的风险管理审计、投资项目审计

也应提出一定程度的胜任要求，而对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的专项审计、ＩＴ 审计等审计类型可在框
架设计中暂时提出相对较低的要求。（２）根据内部审计人员对各类专业知识重要性认识的调查结
果，在设计框架时应对会计学、管理学、计算机、财政学、经济学等学科的专业知识提出相对较高的要

求，对法律、建筑学、外语等学科的要求则不应过高。（３）根据内部审计人员对各项个人技能重要性
的认识，在设计框架时应对沟通协调能力、管理能力、专业判断能力、变革能力和理论联系实际能力提

出较高要求，对实际操作能力和写作能力的要求则不宜过高，但对写作能力方面的要求应不仅仅限于

内部审计人员能够撰写审计报告，而是应要求多数内部审计人员能够结合工作实践来撰写论文并公

开发表。（４）根据内部审计人员对各种内部审计工具重要性的评价结果，在设计框架时应对内部控
制工具、风险管理工具、信息技术软件和分析工具以及经营管理工具的使用提出更高要求，而对商业

分析工具和计算机辅助审计工具则可以暂时不作要求。另外，在计算机使用要求（归属于信息技术

软件和分析工具）方面，本文也作了相应的问卷调查。根据调查结果，在设计框架时应对文字处理、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上网技术、ＥＸＣＥＬ软件、查询数据编程语言提出相对较高的要求，对基本编程和独立编程
等难度较高的能力则不必过高要求。（５）在内部审计人员对各项职业道德重要性的评价结果中，尽
管某些职业道德受到内部审计人员重视的程度较低，但本文认为这些职业道德仍然对我国内部审计

人员职业胜任能力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王棣华和张守凤认为，内部审计人员应遵守廉洁自

律、办事严谨、遵纪守法、保守秘密等职业操守原则［３］。因此，本文认为正直诚信、廉洁、保密、职业审

慎、遵纪守法、社会责任和追求卓越等七项职业道德均应当成为内部审计人员必须具备的职业素质，

并且根据我国《内部审计人员职业道德规范》的要求，独立性和客观性也应列入其中。

三、我国内部审计人员职业胜任能力体系

国外大多数内部审计人员职业胜任能力框架将内部审计人员职业胜任能力分专业知识、个人技

图 １　 内部审计人员职业胜任能力结构图

能、审计工具与技术三类。借鉴此分类方法和屈耀辉等人的

观点，本文将内部审计人员职业胜任能力划分为专业知识、职

业道德、个人技能、审计工具与技术四类［４］。这四类职业胜

任能力在重要程度上有所区别，从而形成以专业知识为基础，

以个人技能、审计工具与技术为主体，以职业道德为普遍约束

力的体系结构，如图 １ 所示。这四类职业胜任能力构成一个
相互联系、相互辩证的统一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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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专业知识———基础

　 　 专业知识是一个职业能够得以正常运转的基本要件，从业人员如果不具备相关的专业知识，则工
作无法正常进行，更无法产生工作成果，因此，内部审计人员职业胜任能力框架中的基础内容是专业

知识，在此基础上才能够进一步探讨个人技能和审计工具与技术。为方便查阅、使用我国内部审计人

员职业胜任能力框架，本文依据问卷设计中的相关内容，将专业知识部分以学科作为分类标准，个别

学科（如会计学、管理学）根据国家学科分类标准，下设分支学科进行具体规定，其中会计学下属的审

计学、财务管理等学科内容按照问卷分析的结果，依照注册会计师和国际注册内部审计师辅导教材的

分类方式进行分类。框架中学科的先后次序依据问卷调查所反映的内部审计人员对各学科重要程度

的认识来排列，如表 ８ 所示。
表 ８　 内部审计人员职业胜任能力具体结构组成

职业胜任能力要素 组成

专业知识 会计学、财政学、管理学、经济学、计算机、法学

个人技能 沟通协调能力、管理能力、专业判断能力、变革能力、理论联系实际能力、写作能力

审计工具与技术 内部控制工具、风险管理工具、信息技术软件、分析工具、经营管理工具

（二）个人技能和审计工具与技术———主体

内部审计工作复杂性的特点决定了个人技能、审计工具与技术对内部审计人员的重要性。个人

技能的高低对内部审计人员与被审计单位之间的沟通、对最新审计知识的学习或对上级机构的工作

汇报都具有重要影响，对审计工具与技术的掌握程度则直接决定了内部审计人员能否运用适当的工

具或技术进行正确而高效的审计工作。因此，个人技能或审计工具与技术的缺乏都会对内部审计工

作的正常进行产生重大负面影响，可以说，这两类职业胜任能力是将专业知识运用到实际工作中的必

需素质，也是内部审计人员职业胜任能力的主体部分。本文对各种能力和审计工具与技术的分类

　 　 　 　 表 ９　 内部审计人员职业道德构成

级别
构成要素

一级 二级

职

业

道

德

价值观
正直诚信

社会责任

职业操守

独立性

客观性

遵纪守法

廉洁

保密

职业进取 追求卓越

依据问卷中的相关内容来确定，各种能力和审计工具与技术的先

后次序依据问卷调查所反映的内部审计人员对各种执业能力重要

程度的认识由重到轻进行排列，并借鉴国际内部审计师协会的相

关调查结果予以确定［６］，如表 ８ 所示。
（三）职业道德———普遍约束力

职业道德对内部审计人员在整个工作中都具有普遍约束力，

也一直是各个国家重点强调的内容。框架中个人技能的发挥和审

计工具与技术的使用都是贯穿整个内部审计工作过程的要素，因

此职业道德对两者具有普遍约束力。借鉴陈佳俊和贺颖奇的分类

观点，本文将职业道德的具体内容分为两个级别九项要素，其中九

项要素依据问卷调查所得结论而定［７］，如表 ９ 所示。

四、我国内部审计人员职业胜任能力框架的具体内容

针对目前我国内部审计人员职业胜任能力的相关规定存在层次不分明、分类不细致、范围不全面

等状况，本文认为内部审计人员职业胜任能力框架的总体设计思路为：按照分类别列示、分层级规定、

全面覆盖、方便查询的要求，采取内容细分类、人员分层级［８］、按需定程度、整体成体系等措施，将各

类职业胜任能力进行细致分类，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分出层级，并对各层级人员应具备的各类职业胜任

能力规定掌握程度，并使用表格体系结构，以方便不同层级内部审计人员的查询使用。

一是内容细分类。在框架中将内部审计人员职业胜任能力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次为专业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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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技能、审计工具与技术三大类职业胜任能力；第二层次为隶属于三大类职业胜任能力的学科名称

或项目名称；第三层次为各学科或项目名称下的分支学科名称；第四层次为各分支学科的具体要求。

二是人员分层级。在借鉴国外内部审计人员职业胜任能力框架按层级划分的基础上，根据我国

企业内部审计部门人员的层级数和层级名称，在框架中将内部审计人员划分为三大等级，共包含六个

层级，以使得框架更符合我国实际情况。

三是按需定程度。在确定内容和人员层级的基础上，根据案例分析和问卷调查结果，借鉴国外内

部审计人员职业胜任能力框架的相关规定，对各层级内部审计人员应当具备的各类具体职业胜任能

力作出明确规定。

四是整体成体系。框架采用表格形式来体现，表中纵标题和横标题分别表示各类内部审计人员

职业胜任能力种类和各内部审计人员层级，表格内容为各层级内部审计人员对相应职业胜任能力内

容应当掌握的程度，这样可以方便内部审计人员从具体学科分类或人员层级两个角度进行相关内容

查询，既实用又便捷。

借鉴 ＩＩＡ发布的《内部审计职业胜任能力框架》（简称 ＣＦＩＡ）［９］及澳大利亚内部审计协会发布的
内部审计人员职业胜任能力框架内容和格式，结合问卷调查结果，并考虑我国面临的内部审计转型及

国际内部审计发展新趋势对内部人员职业胜任能力提出的新要求，本文推导了框架中专业知识、个人

技能、审计工具与技术的具体内容。此外，根据对某国有企业内部审计人员的职位案例分析，笔者将

内部审计人员层次结构在分为处级、科级和普通内部审计科员三个层次的基础上进一步划分为处长、

副处长、科长、副科长、内部审计师和新内部审计人员六个具体层级，各层次的内部审计人员对各项职

业胜任能力内容应当掌握的程度同样根据 ＣＦＩＡ、问卷调查及案例分析推导而得。掌握程度的高低分
别用“１”、“２”、“３”、“４”予以表示，其中“１”表示对该项职业胜任能力只需了解；“２”表示对该项职业
胜任能力需要在了解的基础上进行理解；“３”表示在理解的基础上应当在日常工作中能够对该项职
业胜任能力进行应用并独立胜任；“４”表示在特殊和复杂情况下依然可以对该项职业胜任能力进行
应用并独立胜任。本着适应性、全面性和系统性的设计原则，本文在以上工作的基础上设计了我国内

部审计人员职业胜任能力框架，如表 １０ 所示。

表 １０　 我国内部审计人员职业胜任能力框架（示例）

职业胜任能力

审计处处级领导 审计科科级领导 普通内审科员

处长

（总审计师）
副处长

科长

（主任）
副科长

内部

审计师

新内审

人员

专

业

知

识

审计学

知识

内部审计定义、宗旨、权力和职责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审计质量评估的概念及改进程序的相

关要求（包括内部评估和外部评估）
４ ４ ３ ２ ２ １

财务

会计

知识

财务报表结构、术语及各报表之间

的关系
３ ３ ３ ３ ２ ２

各种会计循环（包括税收循环、付

款循环、工资循环、资金循环等）及

其特定作用，以及与财务报表、重

要会计记录的关系

３ ３ ３ ３ ２ ２

财政学

知识

国家税收理论的基本知识，如税收

的概念、种类、征收方式等
４ ４ ４ ４ ３ ３

我国各税种的征收方式、利率、计

算方法和缴税流程
４ ４ ４ ４ ３ ３

·１０１·



续表

职业胜任能力

审计处处级领导 审计科科级领导 普通内审科员

处长

（总审计师）
副处长

科长

（主任）
副科长

内部

审计师

新内审

人员

个

人

技

能

沟

通

协

调

能

力

影响力

运用复杂的交流技术以达成一致

意见或获得工作支持
４ ４ ３ ２ ２ １

可在复杂的政策环境下自如行事 ４ ３ ２ ２ ２ １

交流

能力

能够与高级主管或董事会成员及

审计委员会委员进行娴熟的交流

和汇报

４ ４ ３ ３ ２ １

可以作复杂的描述并适应倾听者

以保证表达的内容被完全理解
４ ３ ３ ３ ２ ２

管

理

能

力

政策

与

程序

充分理解组织的政策及执行程序，

并能够在适当的时候传授给他人
４ ４ ４ ３ ２ １

确保公司政策和执行的顺利进行 ４ ４ ４ ３ ２ １

人力

资源

管理

建立选拔系统以保证始终选聘优

秀的员工
４ ４ ３ ２ 无要求 无要求

制订成熟的岗位轮换计划并定期

改善
４ ３ ２ ２ 无要求 无要求

审

计

工

具

与

技

术

内部

控制

工具

理解内部控制测试技术（包括手工

技术和自动化技术）并可以传授

他人

４ ４ ４ ４ ３ ３

能够应用重要的内部控制框架，如

ＣＯＳＯ框架等 ４ ４ ４ ３ ３ ３

风险

管理

工具

理解风险管理技术和成本平衡分

析（包括风险的转移、管理和接

受），并能够传授他人

４ ４ ４ ３ ３ ２

运用风险分析工具对企业各方面

的风险进行评估并计算出总风险

和风险容忍度，提出相应的风险控

制建议

４ ４ ４ ３ ２ ２

职

业

道

德

价值观

正直诚信：在工作中做到独立、客

观、正直、勤勉、诚实地为组织服

务，不做任何违反诚信原则的事情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社会责任：不从事损害国家利益、

组织利益和内部审计职业荣誉的

活动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职业

操守

独立性：内部审计人员在公正地履

行职责时能够免受任何威胁其履

职能力情况的影响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客观性：内部审计人员在开展业务

时相信自己的工作成果并且不会

作出质量方面的妥协，且在作出判

断时不受个人喜好或其他因素的

影响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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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秀玲，刘　 昂：我国内部审计人员职业胜任能力框架设计

　 　 本文通过理论分析、问卷调查等研究方法，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推导设计了我国内部审计
人员职业胜任能力框架，这一框架的具体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国际内部审计师协会发布的

ＣＦＩＡ，而在各层次内部审计人员对各项具体职业胜任能力的掌握程度规定方面则具有较多主观性。
该框架可广泛用于各种组织的内部审计部门，能够为评估内部审计工作质量、评估内部审计人员职业

胜任能力状况、帮助企业制定相应的培训措施、提升从业人员业务水平、帮助新近从业者理解和评价

内部审计服务、制定内部审计人员职业胜任能力评价标准等提供依据［１０］。此外，该框架还可以为内

部审计协会等机构确定从业资格、后续教育大纲等事务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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