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动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内部审计全覆盖

吴兴梅

【文章摘要】：本文首先从广度、深度、步骤三个方面阐述了审计监督全覆盖的内涵。其次，

结合银行业务实际，分析了国有商业银行践行内部审计全覆盖面临的主要挑战。最后，根据

银行内部审计工作实际，提出了实现高质量全覆盖的应有的 6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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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包括工、农、中、建、交、邮储等 6家大型商业银行。国有大型

商业银行具有分支机构多、资产规模大、服务客群广、业务转型快、科技支撑强、政策要求

严、审计项目庞杂的特征。在银行持续推动数字化转型，内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的大背景下，

需要对症下药，才能实现高质量内部审计全覆盖。

一、审计全覆盖的涵义

结合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市场经济地位、业务风险特征而言，审计监督全覆盖包含了以下

3方面的涵义。

（一）审计监督要有广度

审计监督的广度，即内部审计工作的横向全覆盖。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内部审计工作须紧

紧围绕党中央、国务院部署，监管要求及服务银行发展开展。具体而言，要聚焦服务国家战

略，关注中央各项政策在银行体系部署推进、资源配置、机制建设等层面落实情况。要对照

监管要求及银行风险现状实际，推进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巩固乱象治理成果，促进合规经营；

须将监管制度明确规定当年安排审计的项目，全部纳入审计范围，确保全覆盖、无遗漏。

（二）审计监督要有深度

有深度即内部审计工作的纵向全覆盖。如果只是水过地皮湿，轻描淡写、蜻蜓点水式地

开展审计项目，不仅达不到审计全覆盖的目的，而且可能衍生审计风险。审计发现要有深度，

就须关注好审计事项纵向链条上各流程环节的潜在风险和低效问题，做好多环节、多角度的

审计查证。要把突出问题导向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奔着问题去、追着问题走，深挖审计发



现问题背后隐藏的制度机制等方面的深层次原因。

（三）审计监督要有步骤

审计监督全覆盖是指一个时期的监督全覆盖，银行内部审计管理机构要统筹兼顾、科学

安排审计项目，坚持高风险高频次、低风险低频次的原则，对事关中央、国务院政策执行落

地，及风险程度较高的业务单元或单位每年进行一次审计，其他非重点可根据实际情况有序

安排开展。

二、践行内部审计全覆盖面临的挑战

（一）审计项目庞杂

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内部审计项目具有审计对象多、审计业务杂、审计内容广的特征。

一是审计对象多。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和子公司较多，服务客群广，资产规模庞

大。以邮储银行为例，截至 2023 年末，全行下辖一级分行（省、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分行）

36 个，另有中邮理财、中邮消费、邮惠万家等 3 家子公司，服务个人客户 6.63 亿户，管理

个人客户资产（AUM）15.23 万亿元。

二是审计内容广。随着业务边界的不断延伸，审计内容也随之增加。如数字化转型大背

景下，审计人员不仅要关注传统业务的常见风险类型，还要求内部审计人员对业务系统处理

和控制的功能进行审计，关注系统内嵌的风险模型设计有效性、准确性、稳定性，以及业务

部门风险模型管理的连续性、规范性。

三是审计业务杂。随着社会经济、科学技术的发展，商业银行的业务种类、业务形态不

断丰富，银行内部审计面临的风险表现形式更加多样。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既有传统的存款业

务、中间业务、贷款业务、会计结算业务、电子银行业务。近年来，还逐步增加了数字人民

币、财富管理、条码收单、互联网贷款等技术水平高、专业性强、精细化管理要求更高的新

型业务。

（二）银行风险状况发生转变

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和科技发展，银行经营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风险状况有所转变，给审



计机构实现高质量的审计全覆盖带来挑战。

一是信用风险进入暴露期。当前，我国经济处于结构调整优化、向高质量发展转变时期，

受房地产走势等多方方面影响，存量个人贷款客户的还款能力、还款意愿有所下降，有的不

法分子为协助他人实现房产“变现”，包装借款人资质，高评高贷套取银行信贷资金。个人

贷款不良率不断走高（详见表 1：国有银行个人贷款不良率变动情况）。作为风险管理的第

三道防线，在银行面临“资产慌”的大背景下，内部审计部门在及时、有效、精准识别欺诈

风险，并提出可靠的审计建议方面面临挑战。

表 1：2022 年以来国有银行个人贷款不良率变动情况

名称 2022年末 2023年末 2024 年末

工商银行 0.60% 0.70% 1.15%

农业银行 0.65% 0.73% 1.03%

建设银行 0.55 0.66% 0.98%

中国银行 0.71% 0.76% 0.97%

交通银行 0.85% 0.81% 1.08%

邮储银行 1.13% 1.12% 1.28%

二是信息科技风险日益凸显。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智能设备的普及，国有大型银

行在内的主要银行不断将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应用到业务发展、客户筛选、风

险识别、逾期业务管理等各个方面，银行的业务发展越来越依赖可靠、稳健、高效的信息科

技系统。因信息科技风险具有隐蔽性强、破坏性大、专业程度高等方面的特点，信息科技风

险日益凸显。此外，系统漏洞、网络攻击等安全问题可能导致审计数据丢失或失真，也会阻

碍审计全覆盖的实现。

（三）专业胜任面临挑战

一是审计资源配置方面。其一、审计资源数量的绝对不足。同国有银行内部审计业务范

围的广泛性相比，审计机关的人力资源十分有限。按照监管要求，商业银行内部审计从业人

员数量占员工总数不低于 1%，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由于员工基数大，落实该要求存在一定困

难。其二、审计资源的相对不足。审计人员的工作能力与工作效率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审计的

质量，当前银行内部审计人员的专业胜任面临巨大挑战，跨学科背景专业人才缺乏，审计手



段、认知水平及应有的业务专业知识储备难于满足实现审计深度、广度的要求。

二是审计技术与方法方面。银行业务数字化转型即是机遇，也是挑战。主要表现为对审

计人员的数据分析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传统的审计技术和方法在应对现代银行业务的复杂

性和海量数据时可能效率低下。缺乏先进的审计工具和技术，如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辅助

审计等，也会制约审计全覆盖的实现。当前国有商业银行均建立了审计分析平台，各类业务

数据以表格的形式存储在平台内，对审计人员而言，要知晓各类业务流程，知晓业务生命周

期产生的相关业务表和表字段的含义，熟练掌握 SQL 语句，方能实现对平台内数据进行分析

加工。

三、做好内部审计全覆盖的措施

（一）强化内部支撑保障

审计管理机构要强化对审计条线的统筹管理和指导，建立内部审计质量控制机制。

一是持续完善内部审计管理规范。建立审计控制机制，明确审计项目计划制订、非现场

分析、审计实施方案编写、项目培训、进场、审计程序实施、审计过程控制、离场、审计报

告编制、审计意见书编制、审计汇总报告编制、审计报告审理、审计报告征求意见、审计复

议、审计项目总结、问题整改跟踪、审计档案归档等方面的规范要求，通过审计项目质量检

查与评估，实现对控制机制运行效果、效率、效益进行监督。

二是加强业务知识培训，提升依法、依规审计水平。根据审计工作实际情况，以增强审

计人员的审计能力为目标，采用走出去、请进来、自学、集中相互讨论等学习方式、方法，

抓好审计人员业务知识的学习培训。审计经验积累方面，审计管理机构应定期收集优秀审计

案例，邀请优秀审计案例的主审人在全行范围内分享“作战”经验，复盘收获优秀成果的好

做法，取长补短、互通有无。

（二）强化审计项目计划管理

审计项目计划是内部审计工作的起点，要从全覆盖的角度确定审计重点、审计对象。

审计重点即审计项目确定的审计事项，审计重点的确立要结合党中央、国务院下发的各



类政策文件、监管要求、银行发展战略规范、业务风险特点确定，中央年度经济会议报告、

人民银行和金融监管局的处罚通报都可纳入审计项目计划制定的参考因素。

审计对象即具体被审计单位。被审计单位的确立与审计重点和监管要求密不可分，内部

审计机构应围绕审计重点，以能否实现审计目标、能否满足一定时期对各个经营主体的审计

全覆盖作为选取审计对象的重要依据。为了保证问题的广度和深度，单一审计项目可能需要

覆盖多个审计对象，例如，对于涉及系统控制、制度设计方面的问题，需要延伸对总行部门

开展审计。

（三）加快审计队伍建设步伐

一是创新审计方式、方法。非现场审计具有提高审计全面性、提升审计效率、促进审计

管理科学化和规范化的作用。金融科技重塑银行业务，目前银行审计监督已进入大数据时代，

内部审计机构要注重在大数据和“云计算”环境下，加强科技强审，持续提高非现场审计质

量。要不断完善审计分析系统功能，拓宽审计分析系统接入的业务源数据类别，丰富非现场

模型种类，提高模型可用率和精准性。

二是建立审计队伍人才库。根据商业银行内部审计涉及主要业务情况，设立个人信贷、

消费者权益保护、公司信贷、非信贷业务、信息科技、财务运营、风险管理、经济责任、数

据分析、质量管控等专业方向。围绕审计人员的从业经验、以往审计成果、理论研究成果等

可量化指标，将各个专业方向的审计人员细分为高级审计人员、中级审计人员、初级审计人

员。

(四) 加强审计质量管理

审计质量决定了审计全覆盖的深度，是实现审计全覆盖的重要因素。审计质量的高低不

仅依赖于审计人员的质量意识和风险意识，还需要对审计项目全过程的控制和管理。在现场

审计实施过程中要做到严格遵循业务审定的程序和规则，促使审计监督不留空白和误区，可

通过设立质量监督员的方式，加强项目流程质量的事前和事后检查，并将检查结果纳入审计

人员的年度绩效考核。



质量监督员主要职责应包括检查审计组的现场审计范围是否涵盖了工作方案中规定的

全部内容，审计发现问题证据是否充分，审计发现问题成因揭示是否深入，审计报告表述是

否规范、易读，是否存在常识性错误等方面。对于重点、难点问题的查证，质量监督员还可

以给予审计组专业化的审计建议。

（五）加强统筹管理

在人员紧缺、审计任务繁重的背景下，审计机构还要加强对审计人员、审计项目的统筹

管理。年初，根据当年审计项目计划，结合审计人员业务特长，初步确定各个项目主审及主

要审计组成员，并总体保持稳定，再按月、按季视工作实际情况，对审计人员参与的审计项

目进行微调，通过提前统筹部署，有效解决审计人员“忙”与“盲”并存问题。

银行内部审计机构要从从业经历、人员特长、擅长领域、以往成果、全年出差天数等维

度建立起审计人员的画像库，常态化对画像库数据持续更新。项目统筹过程中，运用好画像

库数据，根据项目和人员特点，做好人员统筹。例如对于擅长数据分析的审计人员，可重点

给予相应标签，妥善安排到各个审计项目中。

（六）建立联防联控机制

构建立体式、多维度监测体系。具体为构建季度监测+主题监测+日常监测的“4+N”监

测体系，季度监测的开展可通过建立一套覆盖面较广、实用性较强、能够代表业务风险特征

和发展状况的审计指标（含监测指标）体系，按季围绕指标体系进行监测的形式开展；主题

监测可围绕特定风险类型开展监测，如中介骗贷专项监测、业绩真实性专项监测等。

审计机构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关于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战略部署，推动审计监督和纪

检监督协同协作，建立线索移交、成果共享机制。在非现场监测和现场审计过程中发现的涉

及行内员工违规违纪的重要审计线索，可移交纪检部门核实，发挥协同作用，同时，规避好

审计风险。

结语：国有商业银行做好审计全覆盖是落实党中央部署，健全内部风险控制，切实履行

好第三道防线的必然要求，银行内部审计机构要认真分析在践行审计全覆盖方面存在的困难，



通过提升队伍能力、强化协同、借助科技支撑、加强精细化管理等措施做好内部审计全覆盖。

文献参考：

[1] 巩雪，2020：大数据背景下商业银行内部审计监督全覆盖实现路径研究，中国内部

审计（20），P28-P33

[2]吕双扣，2022: 国有企业内部审计质量提升探究 西部财会（07），P74-P76

[3]乔雅婷,2017：审计全覆盖实现路径——基于审计流程与审计管理视角研究，时代金

融（7），P146-P151

[4]张红兆,2023：审计全覆盖视角下商业银行内部审计数据安全管理研究，冶金财会

（10），P47-P51

[5]和秀星、钟琳毓,2021：国有商业银行政策措施落实审计研究 财会通讯（21），

P109-P112

https://kns.cnki.net/kcms2/author/detail?v=acR2UJ02YhSzDBg1ET4QdPG3DSjBd9dTC3tRhJ8DdjlH-8FVZLudHhMKsX6koX150cRNC02pktMBGygwdZ7jYtr944hwoJydouFbDxZlKrAAj1IStWo-tJ4sSNISYd6S&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kns.cnki.net/kcms2/author/detail?v=bh9gwpVkBg6iiRRoqlZObcSbs68Ezu1zILVQ1oWNZARUB7M12yfnyD-KVi7Z8yCC3G03qk_w43bGbAZ_4Zcd67yNnMLHZLWP9-8fBRS5vA6mHqnEIlX3Op3OJferqCDc&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kns.cnki.net/kcms2/author/detail?v=bh9gwpVkBg6iiRRoqlZObcSbs68Ezu1zL_FLJmD4PjkCjXZD-ucAdwWf4BrJf6PPfVWpfG074FjvzcBAiIMReiMiRpFw0YOR0E7EK2SJz8Cpg6QN3q6EvmRMwJZkZksE&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推动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内部审计全覆盖
	一、审计全覆盖的涵义
	（一）审计监督要有广度
	（二）审计监督要有深度
	（三）审计监督要有步骤

	二、践行内部审计全覆盖面临的挑战
	（一）审计项目庞杂
	二是审计内容广。随着业务边界的不断延伸，审计内容也随之增加。如数字化转型大背景下，审计人员不仅要关注
	（二）银行风险状况发生转变
	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和科技发展，银行经营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风险状况有所转变，给审计机构实现高质量的审计全
	一是信用风险进入暴露期。当前，我国经济处于结构调整优化、向高质量发展转变时期，受房地产走势等多方方面
	表1：2022年以来国有银行个人贷款不良率变动情况
	二是信息科技风险日益凸显。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智能设备的普及，国有大型银行在内的主要银行不断将人
	（三）专业胜任面临挑战
	一是审计资源配置方面。其一、审计资源数量的绝对不足。同国有银行内部审计业务范围的广泛性相比，审计机关
	二是审计技术与方法方面。银行业务数字化转型即是机遇，也是挑战。主要表现为对审计人员的数据分析能力提出

	三、做好内部审计全覆盖的措施
	（一）强化内部支撑保障
	（三）加快审计队伍建设步伐
	(四) 加强审计质量管理
	（五）加强统筹管理
	     （六）建立联防联控机制

	    [4]张红兆,2023：审计全覆盖视角下商业银行内部审计数据安全管理研究，冶金财会（10），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