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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現代企業隨著組織、業務型態日益複雜，以及同業間的激烈競爭，管理者會面臨許多在經營上難以掌握的問題；為了提升

管理效率、健全組織內部運作，及有效控制各種狀況，勢必須建立起各種控制制度以確保營運順利。早期實行內部稽核之

目的，主要是偵查舞弊與保障資產，但因應時代環境的改變，內部稽核的功能，從消極的防弊演變為積極的興利。 國軍各

單位面對國防政策，其成敗維繫著國軍未來的建軍備戰及國家資源的有效運用時，希望藉由導入內部稽核的概念、內部稽

核制度的推行，有效提升國軍運作效能與目標的達成。 一、國軍現今內部稽核環境以「稽核工作規劃」與「稽核工作方式

」兩個層面表現最 佳。 二、內部稽核單位之主管應向所屬加以宣導，讓所屬內部稽核人員於查核工作結束後，就 稽核結

果與受查單位之主管充分溝通，給予解釋澄清機會。必要時取得受查單位的改進計畫及預計完成日期，以便後續追蹤。 三

、內部稽核環境與工作滿意度有相關性的三構面為「訓練與運作」、「內規與升遷」、及「稽核工作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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