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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商业银行落实审计发现问题整改的有效途径
李建锋　吴小妹

（中国农业银行审计局西安分局，陕西　西安　710000）

摘　要：内部审计是由部门、单位内部专职审计人员进行的审计，目的在于帮助部门、单位的管理人员实行最有效的管理。内
部审计发现问题并进行整改是内部审计工作的价值所在，是内部审计成果运用的主要体现。商业银行重视内部审计发现的问题，
更加重视内部审计发现的问题是否落实整改，是否整改到位，是否举一反三，标本兼治，做到了系统性、根源性整改，杜绝同质同
类问题再次发生。本文结合笔者长期从事内部审计整改工作的实践，探讨商业银行落实内部审计发现问题整改的有效途径，以提
供相关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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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社会各层面监督检查体系的不断完善，商业银行

内部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与否，是内部审计工作的最终落

脚点，内部审计发现问题后，商业银行落实整改，系统更

加完善、体制更加顺畅、风险防控能力更强，或者直接督

促收回风险贷款、补充完善贷款担保措施等等，无论长远

的还是眼前的益处，都是内部审计发挥价值、产生生产力

的集中体现[1]。商业银行要提高整改的质量和效果，笔者

认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　建立完善的整改机制
1.1　构建完整的整改监督体制

内部审计部门是审计发现问题的主体，也要作为督促

问题整改的主体。只有发现的问题落实整改，才能发挥内

部审计的价值。可由内部审计部门牵头建立问题整改的监

督机制，内部审计对整改工作的监督可以分为三个层面。

1.1.1　持续跟踪问题整改情况

内部审计部门可成立专门团队，全覆盖、全天候对内

外部审计检查发现的各类问题进行全量的持续跟踪，根据

商业银行内部对问题整改的时限要求、整改完成标准等规

定，审核问题是否整改到，督促整改责任单位抓紧完成问

题整改，达到整改标准。对未在时限内完成整改的，或长

期未整改到位的问题，采取必要的方式督促其实施整改。

对问题整改情况的持续跟踪可以非现场方式为主，必要

时到现场督促，既保证了监督的持续性，又可节省人力物

力，提高整改的质效。

1.1.2　对重点问题整改情况重点督导

对商业银行内部存在的重大违法违规问题，行领导高

度重视的问题，以及风险程度较高的重点问题，需要与一

般问题区别对待，差异化处理，重点关注问题整改情况。

内部审计部门对此类问题要投入更多精力，重点跟踪，整

改责任单位要定期报送整改进度和整改报告，注重从根源

上解决问，防止问题再次发生。此类问题可以采取非现场

与现场结合的方式，不定期现场督促整改。

1.1.3　开展整改验证工作

为了真正把问题整改到位，内部审计部可对整改责任

单位报送的整改结果进行验证，选取一些较为重大的、典

型的问题，对整改的真实性、有效性、及时性进行验证，认

定问题是否可以验证通过，未通过的，要求问题发生单位

继续落实整改。此项工作可以集中开展，对整改责任单位

认为已经整改到位的问题进行抽查验证[2]。

1.2　建立网格化的整改模式
商业银行内部可由合规部门及业务主管部门分别牵

头，建立纵横交错的网格化整改模式，形成整改合力，层

层传导整改压力，激发整改责任单位的能动性，提高问题

整改率。

1.2.1　纵向统筹整改工作

商业银行内部可由合规部门牵头统筹部署整改工

作，协调各机构的整改工作，指导、统计、分析整改情

况，对问题整改结果进行审核判断。各分支机构的合规

部门牵头本机构的整改工作，并对整改结果进行初步审

核，上级合规部门对下级合规部门报送的整改情况进行

审核，通过纵向层层审核把关，提高整改质量。合规部门

可以通过本条线的尽职监督检查等方式，提高各分支机

构对整改的效果。

1.2.2　横向落实问题整改

问题整改的主体是整改责任单位，是问题发生的业务

部门，不是发现问题的内部审计部门，更不是牵头整改工作

的合规部门。问题能否整改到位，整改的快慢好坏，主要在

于业务经营部门。各个机构的业务经营部门要切实履行整

改责任，制定整改计划，落实具体问题的整改措施，纠正错

误的违规的行为，控制风险，追究责任，上级行的业务主管

部门要对下级行本条线的业务部门进行整改工作进行指导

和督促，对重大问题共同研究整改方案，落实整改。

1.2.3　整改工作进行适当考核

绩效考核是商业银行经营的指挥棒，具有重要的导向

作用。商业银行要提高审计发现问题整改质效，必须将整

改情况纳入绩效考核，根据产生问题多少和整改率对各机

构开展考核，定量指标为主、定性指标为辅，以考核引导

问题整改。根据需要调整问题整改情况在考核中所占的比

重，合理平衡风险防控和业务发展。同时，还可以将问题

整改情况纳入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作为评价领导人员

经济责任履行情况的一项重要内容，从而提高领导人员对

问题整改的重视程度，确保问题整改落到实处。商业银行

还可将整改工作与内部审计项目融合开展，凡是审计项目

都必须将以前年度该机构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作为一

项审计内容，进一步督促被审行的整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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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注重成因分析，做到标本兼治，根源性整改
2.1　抓好问题整改，防止屡查屡犯

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针对

具体问题的整改，另一个层面是根源性整改。前者是我们

一般理解的整改，针对原审计发现的问题采取了哪些措施

纠正行为，控制风险，以及进行责任追究等，问题是否整

改到位也是对具体问题而言。但在审计实践中，我们经常

能看到同质同类的问题反复发生，屡查屡犯，此查彼犯，

这就是我们前面讲的，根源性整改不到位。只整改了具体

问题，没有能够举一反三，标本兼治，做到系统性的根源

性的整改，通过完善制度、加强管理等方式，彻底解决同

一类问题，落实根源性整改可以达到本机构今后不会再发

生同类的问题，如果这一整改措施是由商业银行中更高级

别的机构完成，比如总行进行的，通过优化系统或完善规

章制度等方式，从根源上解决了问题，可以使全行今后不

会再发生同类错误或违规行为。

2.2　剖析问题成因，做好根源性整改
商业银行要做到系统性、根源性整改，解决屡查屡

犯、此查彼犯的问题。必须在做好具体问题整改的同时，

剖析产生问题的深层次原因，针对问题发生的原因，采取

针对性措施进行彻底的整改。商业银行可以对本行审计发

现的问题进行梳理分析，采取访谈、问询、观察、穿行测

试、数据分析、案件复盘等方法，从体制机制、经营理念、

合规意识、选人用人、系统建设、制度规范、业务流程、考

核激励、技能培训、监控监督、责任追究等方面，查找问

题发生的原因，特别对于屡查屡犯、此查彼犯的问题，要

弄清楚问题发生的原因，采取具有针对性的整改措施，改

革体制机制、端正经营理念、加强合规意识、严格选人用

人、优化系统功能、完善规章制度、规范业务流程、开展

技能培训、加大责任追究等，举一反三，标本兼治，做到

系统性、根源性整改，防止同质同类问题反复发生[3]。

3　明确整改标准，严格审核把关
商业银行对审计发现问题是否整改到位，应有明确可

行的标准，全行统一尺度和认定标准，判断审计发现问题

是否整改到位。整改责任单位按照标准落实整改，整改结

果审核或监督单位依据标准严格审核认定整改状态。同

时，可根据问题的复杂程度，确定不同的整改时限，提高

整改工作的及时性，保证问题能够及时得到纠正，风险及

时得到控制，减少或挽回银行损失。

3.1　整改标准要简明细致
目前主流商业银行对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一般按照三

个到位的标准进行判断，即问题反映的违规行为是否纠正

到位，问题面临的风险是否控制到位，相应的责任追究是

否到位。整改结果同时达到以上三个标准，认定已经整改

到位，否则认定为部分完成整改。审计发现问题后未采取

任何措施落实整改的，认定为未整改。以上标准是原则性

的指导，实际工作中碰到的问题更加复杂、多样化，业务

本身也是具有连续性，不能人为割裂开来，行为纠正到位

和风险控制到位往往具有较强的相关性，实际工作中按照

三到位的标准并不容易判断，需要有较为明确的、细化的

标准。比如商业银行发放的贷款，如果存在贷款资料不真

实的情况，那么按照三到位的标准，行为纠正到位是否只

要求补充真实的资料，如果仅仅是补充资料，那么按照真

实的资料，借款人能否准入、授信金额是否会减少、还款

能力是否充足等等，都需要重新审核；如果是收回贷款进

行整改，那么收回贷款后往往又给借款人重新发放一笔新

贷款，两笔贷款是两个合同、两个行为，按具体贷款来看

是两笔不同的贷款，按贷款主体来看是同一借款人的两笔

贷款，那么原问题是否整改到位如何认定，就需要界定问

题整改是以户为单位还是以笔为单位进行认定。若以户为

认定单位，假如新放的这笔贷款不存在以前的问题，也不

存在其他问题，则可以认定整改到位，若还存在资料不真

实的问题，即原问题在新贷款中仍存在，则整改不到位；

若贷款资料不真实的问题在新贷款中不存在，但存在担保

不足，或贷款被挪用等问题，又如何认定，这些都需要商

业行制定更加细致的整改标准加以明确[4]。

3.2　整改认定要严格把关
整改结果要严格按照商业银行制定的整改标准审核

认定。整改责任单位的上级行业务主管部门，要对结果进

行审核认定和指导，整改责任单位的同级合规管理部门要

对整改结果进行汇总、审核，上级行合规管理部门要对整

改结果进行再次审核，内部审计部门对整改结果进行最终

认定。通过层层把关审核认定，保证整改结果真实性。

3.3　整改工作要有时限要求
为了提高内部审计发现问题整改的时效性、及时性，

根据问题复杂性、整改难度和问题风险分类，可以确定问

题整改时限。有的问题较为简单、整改比较容易，或者必

须尽快整改、否则可能会产生严重不良后果，这类问题必

须立即整改；有些问题整改需要一定的时间，经过努力一

般都能整改到位，则可规定在多长时间内整改到位；有些

问题较为复杂，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完成整改，则可划分为

长期整改事项。整改责任单位和整改督办单位可对整改时

限进行协商沟通，确定问题的整改时限，然后制定具体的

整改计划和整改方案[5]。

5　结论
综述所述，通过整改牵头部门统筹部署整改工作，整

改责任单位发挥整改主体作用，改正自身存在的问题，业

务主管部门适时给予指导，整改监督部门做好整改督办，

审核认定整改结果，督促落实整改，各机构互联互通，履

行好自身职责，共同推动审计发现问题整改工作，保证商

业银行业务稳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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