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会
计

中 国 乡 镇 企 业

自1999年中办、国办颁布关于经济责任审计的两个暂行规

定以来 , 对各级领导干部的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已逐渐成为审计

机关的一项重要审计内容 , 其工作量逐年加大。相对于传统的

财务收支审计而言 , 经济责任审计有其自身特点 : 内容多、范围

广、时间跨度大、情况较复杂。为了充分掌握审计信息 , 降低审

计风险, 在经济责任审计中不但需要应用好常规的检查、分析、

盘点等审计方法 , 更应注重询问法的运用。

一、经济责任审计中运用询问法的必要性

审计询问法是通过书面或口头询问来证实被审计事项的

一种方法。一般通过审计人员在审计现场向被审计单位的有关

人员或与被审计事项相关人员以书面或口头方式提出问题, 要

求被询问人在现场作答复。为了保证证据的法律效力 , 口头询

问所取得的言词证据一般应转化为书面证据。

询问法在经济责任审计中具有特殊的作用: 审计人员为了

能对问题作出准确的分析和判断 , 对领导干部有个客观的评

价 , 采取询问法获取情况和依据是非常必要的 , 通过询问法有

利于交流、沟通 , 减少冲突、转化矛盾 , 促进协调 , 提高质量 , 减

少风险, 树立审计形象和审计权威。

二、经济责任审计运用询问法的技巧

询问不同于一般的谈话和聊天 , 它具有很强的目的性。询

问法运用得好坏直接关系到审计的质量和效率。审计人员如何

在询问中始终处于主动地位 , 获得满足审计需要的信息 , 实现

审计目标, 需要审计人员讲究运用询问法的技巧。

( 一) 察言观色。在审计询问之前, 首先要观察对方的气质

性格, 对方气质性格不同询问方式和语气也应有所不同。如果

为严谨老练型的 , 他只会回答他认为可以回答的问题 , 审计人

员则应采用简明扼要 , 一语中的的询问方式 , 如果为敏感内向

型的 , 具有较强的戒备性 , 审计人员要循循善诱 , 态度谦逊 , 通

过耐心开导 , 使其消除戒备心理 ; 如果为外向豪爽型的 , 审计人

员在询问时要注重实事求是 , 坦率直白 , 把握主题 , 抓住重点 ;

如果为专家型的 , 审计人员就要对对方的专业领域有所了解 ,

尽量不讲外行话 , 突出专业水准 , 思路清晰 , 言语辨证 , 恰当地

运用审计语言, 引用审计法规。

( 二) 和风细雨。在进入被审单位调查了解情况、搜集信息

时, 第一次沟通的效果如何 , 直接影响到审计实施的全过程 , 因

此要态度和蔼、谦虚谨慎 , 尽力营造互信的合作气氛 , 建立相互

信任的人际关系 , 尤其对被审计的领导干部更要注意讲话的语

气和用语 , 善于换位思考 , 不要让对方感觉审计人员居高临下

( 一些被审计的领导干部在接受询问时容易产生这样的错觉) ,
给审计工作带来障碍。

( 三) 投石问路。审计中 , 当审计人员对某些问题产生疑

问, 且证据不足 , 而对方对相关问题采取回避的态度时 , 审计人

员不要急于求成 , 应先对被审计单位内部控制、业务制度执行

得比较好的方面表示赞赏 , 从而引导对方进入谈话环境 , 根据

已经掌握的部分证据做伏笔 , 避实就虚 , 虚实结合 , 围绕某一方

向与对方进行讨论。

( 四) 单刀直入。审计人员要善于把握询问的方向, 不要被

对方牵着鼻子走, 以提高询问效率。面对重要审计问题, 审计人

员要学会运用“反射倾听”的方法 , 即通过倾听对方的谈话、概

述对方的谈话内容来正确领会对方的意思。

( 五) 见缝插针。在经济责任审计中, 个别被审计的领导干

部对于审计人员询问的要害问题避而不谈; 在任期经济责任审

计中, 一些人碍于领导依然在位 , 慑于位高权重的领导权威 , 不

敢跟审计人员交谈 , 甚至对审计人员工作的地方绕道而行。这

时 , 审计人员要见缝插针 , 政策攻心 , 要让被询问者明白与审计

人员的合作和沟通是双赢的、互利的。

三、运用审计询问法的准备工作

审计询问, 绝不能打无准备之仗 , 做到有的放矢 , 讲求审计

效果。

( 一) 良好的心理准备。人是情绪化的动物, 心里有时舒畅

有时压抑, 情绪有时高涨有时低落, 审计人员也不例外。这些心

理活动直接影响人的行为方式和行为结果 , 影响人的情绪和情

感的交流。因此在审计询问之前, 审计人员要调整好心情, 询问

中要始终情绪饱满, 精力集中。

( 二) 相关的知识准备。经济责任审计涉及面比较宽, 当询

问具体问题时 , 如果审计人员不清楚其相关的经济事项和业务

流程 , 很容易说外行话。不但会受到对方的轻视, 还会给下步的

工作带来困难。在审计询问之前 , 审计人员要了解被审计单位

的行规术语, 从而拉近彼此距离, 减少沟通障碍。

( 三) 必要的法规准备。法规是审计的依据, 无论是指出问

题、做出处理决定, 还是提出建议必须以法律法规为依据。审计

工作的水平就体现在审计的执法水平上。在审计询问之前 , 审

计人员要熟悉相关的专业政策法规 , 否则一知半解的法规知识

会让审计人员在询问中陷入被动甚至尴尬的局面。

四、经济责任审计中运用询问法应注意的其他问题

事实上 , 审计询问法适用于所有类型的审计项目 , 但由于

经济责任审计具有它的特殊性 , 运用询问法时还应注意一些

问题。

( 一) 离任审计中重视与现任领导班子的交流。由于时间

和手段有限 , 审计相对于被审计单位而言总是“局外人”, 不可

能充分占有被审计单位的所有重要信息 , 尤其是一些重大的决

策事项往往在审计人员取得的资料中没有体现 , 但作为接任者

的现任领导却是“局内人”, 通过审计询问 , 了解他们关注的事

项 , 弄清他们需要解决的问题 , 会提高经济责任审计的质量和

水平。

( 二) 重视与业务部门负责人的交流。经济责任审计的询

问不单涉及被审计单位财务负责人 , 还要涉及其他业务部门的

负责人 , 因为经济事项的发生是在具体的业务部门 , 财务部门

不过是事后对这些事项进行核算和反映 , 经济事项发生的真实

性单凭事后记录是很难判别的。

( 三) 要体现审计人员的权威和专业水准。在经济责任审

计中 , 审计人员需要以权威的态度讲话 , 但不能盛气凌人 , 即使

发现被审计单位有违法违规问题 , 对有关人员的询问也要注意

把握尺度 ; 其次要注意使用专业的术语 , 但不能枯燥深奥 , 故弄

玄虚, 询问的问题要有逻辑性 , 一环扣一环 , 整个谈话过程中要

符合审计人员的身份、体现审计工作的内容、服从审计工作的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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