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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才，也推动了整个社会的创新文化与精神，为经济发展

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

4 创新驱动下的人才管理方式的研究

4.1 创新驱动和人才管理方式的联系及其影响
创新驱动与人才管理方式的紧密联系可归因于创新环

境对组织结构和管理理念的深刻影响。创新驱动的理念要求

企业在人才管理中更加注重灵活性和适应性，以应对快速变

化的市场环境和技术发展。在这种背景下，传统的人才管理

模式逐渐显露出其局限性，尤其是在管理层次过多、决策效

率低下以及对职工个性化需求关注不足等方面。创新驱动趋

势促使企业在人才管理中融入更多创新思维，推动管理模式

的升级与变革。

创新驱动旨在激发职工的创造力和创新能力，这直接

影响人才管理方式的转型。企业在人才管理过程中逐渐增强

对职工创新能力的重视，通过设计更具吸引力的职业发展路

径和给予更多自主权，来激励职工追求创新与突破。这种变

化不仅能够满足职工的个人发展需求，还能促进企业整体创

新能力的提升。创新驱动也加强了企业对跨部门协作的重

视，以期通过多元化团队的建设，提升组织的创新绩效。

创新驱动为人才管理方式带来的变革还体现在其对企

业文化的塑造上。通过建立开放、包容的企业文化，企业能

够更有效地吸纳和留住创新型人才。这种文化氛围不仅鼓励

职工在工作中探索和尝试不同的解决方案，也促进了内部知

识和经验的共享，形成了持续创新的良性循环。

4.2 创新驱动对人才管理模式人本化和灵活化发展

的影响
在创新驱动的背景下，人才管理模式逐渐向人本化和

灵活化方向发展。这一趋势主要源于企业对创新的需求不

断增加，传统僵化的管理方式已无法满足快速变化的市场

环境。人本化管理强调以人为中心，关注职工的个人需求、

职业发展和工作满意度，通过赋予职工更多的自主权和责任

感，以激发其创新潜力和工作动力。灵活化管理则体现在岗

位设置、工作时间安排以及绩效考核等方面的多样性和适应

性，这种管理方式能够更好地响应市场变化和企业内外部环

境的调整。

创新驱动促进企业在人才管理中采用更为包容和多元

化的策略，如采用跨部门项目团队、灵活办公以及个性化的

职业发展路径等，以适应个人差异和动态的创新需求。这种

人本化和灵活化的管理方式不仅提高了职工的满意度和忠

诚度，还增强了组织的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对企业的长

远发展具有深远影响。这一变化也推动了社会对于工作与生

活平衡的新期待，塑造了现代社会中的职场文化新趋势。

4.3 创新驱动对企业人才激励机制的影响
创新驱动对企业人才激励机制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多个

层面。创新驱动要求激励机制更加关注职工的创新能力与创

造性成果，通过奖励创新行为和成果，从而促进职工创新积

极性。创新驱动促使企业在激励措施上更加多样化，采用物

质激励与非物质激励相结合的方式，以满足职工多样化的需

求，如提供股权激励、项目分红以及创新成果的专利分享等。

创新驱动强调营造一种开放的企业文化和创新环境，使职工

感受到成长和发展的空间，这种文化认同和归属感也是一种

重要的激励方式。激励机制的改进不仅提升了职工的创新动

力，也增强了企业的整体竞争力，有利于企业在快速变化的

市场环境中保持领先。

5 结语

论文从创新驱动的视角对人才培养与管理方式研究进

行了深入探讨，深化了现有的人才培养和管理理论，提出了

新的理论观点和研究模型。研究表明，在创新驱动的条件下，

对人才的培养和管理方式有了深刻变革，这为实现人才培养

与管理的创新提供了强大的驱动力。过程中我们发现，创新

驱动在人才的培养过程中的创新意识、创新能力的培养以及

企业中的激励机制设计方面都起到了明显作用，同样，创新

驱动也使得人才管理模式向更为人本和灵活的方向转变。这

种新的转变体现了社会进步与发展的需求。然而，我们也发

现有一些问题和局限性。如何在变革过程中稳定人才，使人

才愿意在变革中做出更多的贡献，是一个值得进一步关注的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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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agency theory, this paper deeply discusses the practice and application of internal audit management in engineering cost 
service enterprises, focusing on the impact of audit professionalism, audit execution effectiveness, operating environment, leadership 
and	communication	ability	on	internal	audit	efficiency.	Through	empirical	research,	the	study	assessed	the	differences	in	auditors’	
performance by gender, age and educational background, revealing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level of internal audit implementation 
and auditors’ competence. It is found that there is still room for improvement of internal audit work and professional ability of 
auditors in construction cost service enterprises, and the different aspects of audit execution and ability level have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trategies to optimize internal audit management, including strengthening 
audit	 training,	optimizing	team	structure	and	enhancing	compliance	inspection,	in	order	to	improve	audit	efficiency	and	promot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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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论文基于代理理论，深入探讨了工程造价服务企业内部审计管理的实践应用，重点分析了审计职业素养、审计执行效力、
操作环境、领导力与沟通能力等多个维度对内部审计效能的影响。通过实证研究，研究评估了不同性别、年龄和教育背景
的审计人员的表现差异，揭示了内部审计实施水平与审计人员能力之间的相关性。研究发现，工程造价服务企业的内部审
计工作及审计人员的专业能力尚存提升空间，且审计执行和能力水平的不同方面具有显著正相关性。基于此，论文提出了
优化内部审计管理的策略，包括加强审计培训、优化团队结构以及提升合规性检查的力度，旨在提高审计效率，促进企业
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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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工程造价企业的内部审计在治理、风险管理和合规中

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建立内部控制机制，内部审计帮助企业

在新风险面前保持竞争优势（Dzikrullah 等，2020），识别

低效与舞弊行为，并优化资源配置以维护企业声誉（内部审

计师协会，2021）。但部分企业在审计水平和标准化方面仍

存在不足，影响风险识别与防范。

本研究旨在分析造价服务企业的内部审计实践，通过

强化复核程序、优化风险治理和提升合规能力，推动企业转

型与可持续发展。

2 相关文献综合

内部审计在工程造价服务企业中通过系统化方法提升

风险管理和治理成效，对企业目标实现和成果文件质量保障

至关重要（Alqudah 等，2019）。内部管理审计作为客观的

咨询活动，不仅提升运营效率，还为企业问责及防范财务风

险提供支持（内部审计师协会，2022；Scherer，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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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判断是审计人员的核心能力，通过合理决策提高审计

效力。有效风险管理在减少企业不必要的风险方面同样关

键，尤其应对结算审计及争议处理方面的挑战（Rapina，

2022）。此外，具备识才、创新及沟通能力的领导者能够强

化审计价值，为企业增值（Gurama，2019）。

3 基于多维参数模型驱动的内部管理审计实践

3.1 内部审计代理理论
研究基于凯瑟琳·M·艾森哈特（Kathleen M. Eisenhardt）

于 1989 年提出的代理理论，探讨工程造价服务企业内部审

计管理实践的发展。代理理论认为，工程造价服务企业与其

管理层之间的契约关系可以被视为代理关系。在此框架下，

管理者作为代理人，代表董事会履行职责，并被授予一定的

决策权。然而，管理者可能会滥用权力以谋取个人利益。为

了解决这种道德风险和利益冲突，内部审计员及其团队的存

在尤为重要。

代理理论为解释研究中各个变量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重

要视角，并为未来的研究者深入探索工程造价服务企业内部

审计的动态与影响因素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为改进审计管

理实践提供指导。

3.2 框架路径
研究过程中，将利用经过验证的自主开发研究工具来

收集数据。并应用适当的统计工具分析这些数据，以识别答

卷者评估中存在的显著差异，以及内部管理审计实施程度与

内部审计师应用知识能力水平之间的关系。

3.3 多维参数变量
本研究涉及的相关参数变量包括：内部管理审计实务、

审计职业作风、执行审计效力、操作环境、领导力、沟通力、

专业精神、执行能力、环境适应能力、策略引导能力、沟通

能力。

3.4 问题陈述
本研究将通过问卷形式回答以下问题：

SOP1. 受访者的概况：包括年龄、性别、教育水平、

研究方向等。

SOP2. 工程造价审计企业在多维参数方面的内部管理

审计实践程度如何？

SOP3. 工程造价审计企业的审计师在多维参数方面的

应用知识能力水平如何？

SOP4. 对工程造价审计服务企业内部管理审计实践程

度的评价是否存在重大差异？

SOP5. 对审计师能力水平的评估是否存在重大差异？

SOP6. 内部管理审计实践的程度与内部审计师的能力

水平之间是否存在重大关系？

SOP7. 如何利用研究结果制定改进的工程造价服务企

业内部管理做法？

3.5 研究的假设
研究将基于该问题提出以下假设：

HO1：在不同分组情况下，答卷人对工程造价服务企

业内部管理审计实践程度的评估无显著差异。

HO2：在按领域分组时，答卷人对工程造价企业内部

审计师的应用知识能力水平的评估无显著差异。

HO3：工程造价服务企业内部管理审计实践程度与内

部审计师能力水平之间无显著关联。

4 研究设计

4.1 样本选取与抽样程序
研究采用非概率抽样技术，主要以目的抽样（或配额

抽样）的形式。与分层抽样不同，后者的样本选择为随机，

而本研究的配额抽样的样本层次是非随机选择。研究者依据

受访者特定特征进行样本选取，而非从整体人群中随机选

取。此外，研究将采用目的性抽样方法，根据研究需求筛选

合适的受访者，以确保样本容量满足研究目标和统计要求。

样本容量计算公式如下：

4

HO2：在按领域分组时，答卷人对工程造价企业内部审计师的应用知识能力

水平的评估无显著差异。

HO3：工程造价服务企业内部管理审计实践程度与内部审计师能力水平之间

无显著关联。

4 研究设计

4.1 样本选取与抽样程序

研究采用非概率抽样技术，主要以目的抽样（或配额抽样）的形式。与分层

抽样不同，后者的样本选择为随机，而本研究的配额抽样的样本层次是非随机选

择。研究者依据受访者特定特征进行样本选取，而非从整体人群中随机选取。此

外，研究将采用目的性抽样方法，根据研究需求筛选合适的受访者，以确保样本

容量满足研究目标和统计要求。样本容量计算公式如下：

N=
2P(1−P)
2

通过对试调查研究结果的分析，本研究设定置信度在 95%，并依据已有数据

及先前研究或领域知识估计总体标准差的 P值为 0.5，期望抽样的误差值控制在

5.48%以内，从而得到本次研究的样本总体容量为 319个。

4.2 研究工具

本研究基于内部审计师协会的能力框架，开发了经过验证的研究工具。调查

问卷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针对内部审计师，对内部管理审计实践的落实程度进

行评分；第二部分评估内部审计师的应用知识能力水平。均使用 5级评分量表。

4.3 数据收集程序

为了设计更科学的问卷，本研究遵循以下流程：

①问卷选项是通过文献综述和对相关受访者的访谈形成。

②与行业、企业、大学教授、内部审计管理专家进行讨论。

③通过预测测试对问卷项目进行纯化，形成最终问卷。

研究者对收集的问卷进行了可靠性统计，并使用正态性检验量化数据的正态

分布特征。若样本数量>50，则应使用柯尔莫哥罗夫-斯米尔诺夫检验结果，反之

亦然，应使用沙普罗-威尔克检验的结果。本研究中回收的份数为 319，因此选择

了 K-S测试。P>0.05，表示数据服从正态分布。

4.4 模型设定

通过对试调查研究结果的分析，本研究设定置信度在

95%，并依据已有数据及先前研究或领域知识估计总体标准

差的 P 值为 0.5，期望抽样的误差值控制在 5.48% 以内，从

而得到本次研究的样本总体容量为 319 个。

4.2 研究工具
本研究基于内部审计师协会的能力框架，开发了经过

验证的研究工具。调查问卷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针对内部

审计师，对内部管理审计实践的落实程度进行评分；第二

部分评估内部审计师的应用知识能力水平。均使用 5 级评分 

量表。 

4.3 数据收集程序
为了设计更科学的问卷，本研究遵循以下流程：

①问卷选项是通过文献综述和对相关受访者的访谈

形成。

②与行业、企业、大学教授、内部审计管理专家进行

讨论。

③通过预测测试对问卷项目进行纯化，形成最终问卷。

研究者对收集的问卷进行了可靠性统计，并使用正态

性检验量化数据的正态分布特征。若样本数量 >50，则应使

用柯尔莫哥罗夫 - 斯米尔诺夫检验结果，反之亦然，应使用

沙普罗 - 威尔克检验的结果。本研究中回收的份数为 319，

因此选择了 K-S 测试。P>0.05，表示数据服从正态分布。

4.4 模型设定
以下统计模型工具将用于解释和分析从研究中收集的

基本数据。

4.4.1 频率和百分比分布
用于确定作为研究主要受访者的内部审计师的总体分

布情况，包括年龄、性别、教育程度和在公司的工作年限，

以回答 SO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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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加权平均值
用于评估某工程造价服务企业在多大程度上实施内部

管理审计实践，具体包括以下几点：审计职业作风、执行审

计效力、操作环境以及领导和沟通能力，以回答 SOP2。

同时，加权平均值用于评估该工程造价服务企业内

部审计员在：专业精神、执行能力、环境适应能力、策略

引导能力与沟通能力等应用纸质领域的能力水平，以回答

SOP3。

4.4.3 T 检验
用于确定答卷人对内部管理审计时间实施程度（按其

分组）的评估是否存在显著差异，以回答 SOP4。

此外，将采用 t 检验来分析受访者在内部审计师的能

力水平方面的评估在按领域分组时的显著性差异，以回答

SOP5。

4.4.4 皮尔逊（r）相关系数
用于评估内部管理审计做法的程度与内部审计员的能

力水平之间的重要关系，以回答 SOP6。

4.4.5 多元线性回归
模型公式：

Y=β_0+β_1*X_1+β_2*X_2+…+β_p*X_p+ε

5 实证结果分析

5.1 信度、效度分析
依据 319 样本量，可以得到，标准化后的克洛巴赫系

数为 0.922，系数在 0~1 之间，越接近于 1 可靠性越高，

说明总体的可信度较好。问卷效度探索因子分析的得出，

KMO 检验的系数结果为 0.817，KMO 的取值范围在 0~1 之

间。KMO 值越接近于 1，说明问卷的效度越好。

5.2 描述统计
本次研究共有 319 名受访者参与了调研，年龄集中于

22~44 岁，占比 73%。男性占比 68%，女性占比 32%。从

教育程度看大专占百分比 50.47%。公司工作 3 年的受访者

所占百分比 42.32%。

根据标准差情况，各二级维度平均值均分布在 [3,4] 区

间以内，表明受访者对内部审计实施程度的满意度为“一

般”，对审计师专业能力的满意度为“基本满意”，这表明

审计工作及审计专业能力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各二级维度

标准差均＜ 1，说明调查样本的离散程度保持正常水平。

5.3 参数检验结果
研究结果显示，不同性别的内部审计师在沟通能力

上存在显著差异（P 值 =0.048），但在专业精神、执行能

力、适应环境能力和领导力方面则无显著差异（P 值均大于

0.05）。

在年龄分组下，方差分析表明所有维度的 P 值均大于

0.05，结果不显著。然而，在应用知识能力、执行能力和适

应环境能力方面，P 值小于 0.05，显示出显著差异。

教育程度分组的分析结果显示，执行审计效力的 P 值

小于 0.05，表明存在显著差异。其他维度的结果不显著，表

明不同教育程度的审计师在职业作风、操作环境、领导力与

沟通能力上无显著差异。内部审计师在专业精神维度上存在

显著差异（P<0.05），而其他维度均未显示显著性。

5.4 相关性分析
内部管理审计实施程度间相关性分析表所示，在内部

管理审计实施程度的审计职业作风、审计绩效、操作环境、

领导力与沟通四个方面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四个

维度为正相关。

内部审计师的应用知识能力水平间相关性分析表所示，

在内部审计师的应用知识能力水平的专业精神、执行能力、

适应环境能力、策略引导能力、沟通能力五个方面进行相关

性分析，结果可以看出五个维度有显著相关关系，其中交流

和专业性是负相关，其他维度是正相关。

5.5 回归分析
从内部管理审计实施程度回归分析表的回归分析结

果显示，内部管理审计实施程度的 F 检验结果显著性 P 值

为 0.000***，表明模型基本满足要求，拒绝回归系数为 0

的原假设，因此模型基本满足要求。模型的公式如下：

y=0.159+0.237× 审 计 职 业 作 风 +1.221× 执 行 审 计 效 力

+1.528× 操作环境 +0.023× 领导力与沟通力。

从内部审计师应用知识能力水平回归分析表的分析结

果显示，显著性 F 检验的结果分析可以得到，显著性 P 值

为 0.000***，表明该模型满足要求，拒绝回归系数为 0 的原

假。模型的公式如下：y=0.161+0.145× 专业性 +2.472× 绩

效 +1.664× 环境 +0.391× 领导力 +0.569× 交流。

6 研究结论与建议

6.1 研究结论
本研究以代理理论作为理论支撑，围绕工程造价企业

内部管理审计的实践实施程度及内部审计师的知识能力水

平进行了实证分析，主要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①工程造价内部审计工作及内部审计师能力水平均存

在一定的提升空间。

②不同性别、年龄、教育程度的内部审计师在内部审

计实践和知识运用能力上存在差异。

③内部管理审计实施程度的各个维度之间均存在显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