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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６～ ２０１８ 年内部审计研究现状综述
—基于 Ｃｉｔｅ Ｓｐａｃｅ 可视化分析

王书静， 袁　 敏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管理学院， 上海 ２０１６２０）

摘　 要： 以“内部审计”为主题，以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核心合集数据库英文文献为样本，借助知识图谱理论，利用可视化技术（Ｃｉｔｅ
Ｓｐａｃｅ）对 ２００６～２０１８ 年间“内部审计”研究文献从国别分布、作者共被引以及期刊共被引等维度进行了系统分析；并通过对文献

进行关键词共现分析发现“内部审计”领域近年来研究的热点及前沿为：内部审计与人工智能相结合、评价和内部控制质量。 研

究结论不仅进一步促进对国际内部审计研究现状的了解，同时也为中国的内部审计研究和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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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内部审计是确保受托责任履行的一种内部治理

机制， 是董事会及其所属审计委员会、高管层和外

部审计一种极具价值的资源［１］。 内部审计的终极

目标是要增加组织价值，而组织总是处于一个变幻

莫测的复杂环境中，作为协助组织实现目标的重要

角色，内部审计也要不断改变其目标、技术及方法

等。 正是由于这种复杂的外在不确定性，使得目前

内部审计依然没有统一规范的方法或标准。 虽然目

前内部审计研究已取得一定的成果，但鲜有学者结

合知识图谱对该领域的文献进行研究。
知识图谱（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Ｇｒａｐｈ）是指通过数据挖

掘、信息分析、科学计量和图形绘制等一系列处理来

可视化地展现某一学科领域的知识的方法，具有知

识导航的作用，是科学计量的范畴［２］。 自 ２００５ 年以

来，美国德雷塞尔大学陈超美博士将其开发的信息

可视化文献分析软件 Ｃｉｔｅ Ｓｐａｃｅ 引入国内以来，由
于其中英文均可分析，且具有网络图、时间线和时间

域视图三种可视化方式，使得该软件被广泛应用在

各个学科中进行文献分析。 本文基于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８
年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核心合集数据库中内部审计英文

文献源，通过可视化文献分析软件 Ｃｉｔｅ ＳｐａｃｅⅤ，对
内部审计领域研究现状、热点和前沿进行分析。
１　 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１．１　 样本数据来源

为了客观准确地分析国际内部审计研究现状，
本研究在具有严格的筛选机制且只收录各学科领域

中重要学术期刊的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核心合集数据库

中，以主题 ＝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ａｕｄｉｔ”）进行检索，由于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核心合集数据库中文献起始时间为 ２００６
年，且 ２０１９ 年数据尚不完整，故时间跨度选为

２００６～２０１８ 年，本次检索共获得 １ ３６９ 篇文献。 根



据不同学科及研究方向将文献进行分类，在此基础

上 选 择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ＦＩＮＡＮＣＥ 等 ７ 种相关类别的文献，并剔除与内部审

计无关的其它文献的基础上，最终共获得有效文献

５０９ 篇，作为本研究的样本。
样本文献的发表时间及数量分布情况如图 １ 所

示。 由图 １ 可知，２００６～２０１１ 年，内部审计处于蓬勃

发展时期，文献数量整体呈快速上升趋势。 尤其是

２０１１ 年国际内部审计师协会发布新版《国际内部审

计专业实务框架》，引发了学术界对内部审计的关

注和研究热潮，这就使得 ２０１１ 年，与内部审计相关

的文献数量骤增。 之后，相关文献数量就逐渐趋于

平缓，说明内部审计研究业已取得一定的成果并逐

步趋于成熟。 内部审计英文文献每年被引量如图 ２
所示，这些文献总被引频次去除自引后共计１ ６１１
次，平均每项被引频次大于 ３ 次。 综上论述分析后

可知，相关研究的质量较高，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了相关研究之间的密切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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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２００６～ ２０１８ 年内部审计文献数量分布图

Ｆｉｇ． １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ｍａｐ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ａｕｄｉｔ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６～ ２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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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２００６～ ２０１８ 年内部审计文献引用频次分布图

Ｆｉｇ． 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ａｕｄｉｔ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６～ ２０１８

１．２　 研究方法与工具

本文采用 Ｃｉｔｅ Ｓｐａｃｅ ５．３．Ｒ４（６４－ｂｉｔ）版本，时间

跨度选为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８ 年，时间间隔为 １ 年，处理文

本术语选择 ｔｉｔｌｅ （标题）、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摘要）、 ａｕｔｈｏｒ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作者关键词）和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ｐｌｕｓ（增补关键

词）。 同时分别以 Ｃｏｕｎｔｒｙ（国家）、Ｃｉｔｅｄ Ａｕｔｈｏｒ（引
用作者）、Ｃｉｔｅ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引用期刊）、Ｋｅｙｗｏｒｄ（关键

词）作为节点类型，设定不同的 ｔｏｐ Ｎ 值，即被引用

最多或发生次数最多的前 Ｎ 项 。 使用关键路径算

法（Ｐａｔｈｆｉｎｄｅｒ） 并修剪切片网络和修剪合并后的网

络，依次进行国家合作网络分析、作者共被引分析、
期刊共被引分析及关键词共现分析，并对内部审计

领域的研究现状、热点和前沿进行分析。
２　 内部审计文献分析

２．１　 国家分布分析

根据检索结果，内部审计研究的文献共来自 ２１
个国家（地区），发文量排名前 １０ 的国家见表 １。 由

表 １ 看出，中国共计发表文献 １８７ 篇，以３６．８１％的占

比排在首位，说明 ２００６～ ２０１８ 年内部审计研究在中

国最活跃；排在次位的是罗马尼亚，其文献量占总文

献量的 １７．７２％，排名前 ２ 位的文献量占总文献量的

５４．５３％；紧随其后位于第三位、第四位的分别是马

来西亚和美国，其文献量分别占总文献量的 ６．１％和

４．５３％。 其余 １７ 个国家文献量占总文献量的３４．８４％。
表 １　 文献数量排名前 １０ 的国家（地区）

Ｔａｂ． １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ｔｏｐ １０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排序 国家 数量 百分比 ／ ％

１ 中国（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１８７ ３６．８１

２ 罗马尼亚（Ｒｏｍａｎｉａ） ９０ １７．７２

３ 马来西亚（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３１ ６．１０

４ 美国（Ｕｓａ） ２３ ４．５３

５ 印尼（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１５ ２．９５

６ 捷克（Ｃｚｅｃｈ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１１ ２．１７

７ 俄罗斯（Ｒｕｓｓｉａ） １１ ２．１７

８ 波兰（Ｐｏｌａｎｄ） １０ １．９７

９ 西班牙（Ｓｐａｉｎ） ８ １．５７

１０ 意大利（Ｉｔａｌｙ） ６ １．１８

２．２　 作者共被引分析

在 Ｃｉｔｅ Ｓｐａｃｅ 里将网络节点设置为 Ｃｉｔｅｄ Ａｕｔｈｏｒ
（被引作者），Ｔｏｐ Ｎ ＝ １０。 生成的作者共被引网络

图谱中去除作者名为 Ａｎｏｎｙｍｏｕｓ（匿名）的节点后，
如图 ３ 所示。 图 ３ 中共有 ２１５ 个网络节点，５４６ 条

连线。 节点表示被引作者，节点大小表示被引频次，
节点间的连线表示共被引关系，连线粗细表示共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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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强度，颜色对应于 ２ 个节点第一次共被引的时间。
由图 ３ 可知，其中被引频次与中心性最高的作者是

Ｋｒｉｓｈｎａｎ Ｊ，说明其在内部审计研究领域较有影响

力，论文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其次，被引频次与中

心度较高的学者为 Ｊｅｎｓｅｎ Ｍｃ、Ｇｈｉｔａ Ｍ、Ｂｅａｓｌｅｙ Ｍｓ、
Ｋｐｍｇ、Ｒｅｎａｒｄ Ｊ、Ｆａｍａ Ｅｆ 等 。 此外，虽然被引频次

不是特别高，但是中心性分别排在第二和第三的是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ｆ Ｓｐｏｎｓｏｒｉｎｇ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ｄｗａｙ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ＣＯＳＯ）和 Ａｌｌｅｇｒｉｎｉ Ｍ。 且图中

有多个连线密度较高的圆团，说明内部审计研究领

域已形成一定的作者群和一定的知识结构。

图 ３　 作者共被引图谱

Ｆｉｇ． ３　 Ａｕｔｈｏｒ ｃｏ－ｃｉｔｅｄ ｇｒａｐｈ

２．３　 期刊共被引分析

在 Ｃｉｔｅ Ｓｐａｃｅ 里 将 网 络 节 点 设 置 为 Ｃｉｔｅ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被引期刊），Ｔｏｐ Ｎ ＝ ２０。 生成如图 ４ 所示的

图谱，图谱中共有 ２０１ 个节点，４９１ 条连线。 节点表

示被引期刊，节点上圆圈大小表示被引频次，圆圈越

大，表示被引频次越高。 节点间的连线表示共被引

关系，连线的颜色表示 ２ 本期刊第一次共被引的时

间，连线的粗细表示共被引的强度。 由图 ４ 可知，共
被引频次排名前 ５ 的期刊分别是：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Ｒｅｖ、
Ａｕｄｉｔｉｎｇ－Ｊｐｒａｃｔ Ｔｈ、Ｍａｎａｇ Ａｕｄｉｔ、Ｍａｎａｇｅｒｉａｌ Ａｕｄｉｔｉｎｇ
和 Ｊ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Ｅｃｏｎ。 此外，虽然被引频次不高，但中

心度较高的期刊有：Ａｃｃｏｕｎｔ Ｈｏｒｉｚ、Ｃｏｎｔｅｍｐ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Ｒｅｓ、 Ｊ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Ｒｅｓ 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在进行内部审计研

究时也应当关注这些期刊。
２．４　 关键词共现分析

关键词是一篇文献的核心词汇，是整篇论文主

题的凝练。 因此，通过 Ｃｉｔｅ Ｓｐａｃｅ 软件对关键词共

现进行聚类图谱分析可梳理内部审计研究的热点和

前沿。 将节点类型选为 ｋｅｙｗｏｒｄ（关键词），设置 Ｔｏｐ
Ｎ ＝ ２０，将相同含义的关键词进行合并，而后聚类，
使用 ＭＩ 算法（互信息算法， Ｍｕｔｕ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进

行运算，生成的聚类视图如图 ５ 所示。 图 ５ 中，共有

９５ 个节点（十字形状）和 １５３ 条连线，每个节点的大

小对应于关键词的共现频次，节点间的连线表示共

现关系，节点间线条的颜色表示 ２ 个关键词首次共

现的时间：蓝色表示最早的时间，依次过渡到绿色、
黄色，而红色表示最近的时间。 图 ５ 中的聚类模块

值 Ｑ ＝ ０．７６１ ８，说明聚类效果显著（一般认为， Ｑ ＞
０．３意味着结构显著）；聚类平均轮廓值 Ｓ ＝ ０．８４７ ５，
说明聚类是有说服力的。 一般认为，Ｓ ＞ ０．５ 聚类是

合理的，Ｓ ＞ ０．７ 聚类是令人信服的。

图 ４　 期刊共被引图谱

Ｆｉｇ． ４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ｇｒａｐｈ ｏｆ ｊｏｕｒｎａｌ

　 　 图 ５ 中，最大的 ３ 个聚类为：聚类＃０ 的标签为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人工智能）”；聚类＃１ 的标签

为“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评价）”；聚类＃２ 的标签为“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内部控制质量）”；Ｃｉｔｅ Ｓｐａｃｅ 软件

能通过知识图谱反映出一个学科或领域在一定时期

发展的趋势与前沿领域（ 刘则渊等人［３］， ２００８）。
因此，这 ３ 个关键词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着当前内

部审计研究领域的趋势和前沿。 对此可做探讨解析

如下。

图 ５　 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

Ｆｉｇ． ５　 Ｋｅｙｗｏｒｄ ｃｏ－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ｇｒａｐｈ

　 　 （ １）聚类 ０：人工智能（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人工智能自首次提出以来即呈现迅猛发展态势，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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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更是凭借着其强大的学科前沿性而毋庸置疑地成

为当前各个专业领域的研究热点。 内部审计领域自

然概莫能外，若能将人工智能与内部审计完美结合

则将是内部审计研究领域中一个重大突破。 根据中

国知网检索结果，国内最早出现审计与人工智能相

结合的文献是 ２００７ 年天津大学吴璇的《基于人工智

能方法的金审工程研究》。 而将内部审计与人工智

能相结合的开山之作则是 ２０１７ 年南京审计大学国

际学院周睿敏与张文秀的《金融科技创新风险及控

制探析—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的研究》。
由此可见，中国内部审计与人工智能相结合的研究

仍然处于起步阶段，但却一定会是未来的趋势。
（２）聚类 １：评价（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 内部审计的基

本职能就是对风险管理、内部控制和治理程序等进

行评价，评价内容丰富、范围广泛、方法技术多样。
只有客观准确地对目前组织的情况做出评价并以此

为基础开展的工作才是有价值的，而且评价是贯穿

整个内部审计过程，因此，作为实现增加组织价值这

一终极目标的重要基础环节，评价也是内部审计研

究的热点和前沿。
（３）聚类 ２：内部控制质量（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企业内部审计与内部控制之间存在着相

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内在联系，两者的目标高度一

致，其立足点都在于服务企业内部管理和规范业务

工作流程，都是为了保证企业经营活动合法合规、
资产安全完整、相关信息真实可靠，促进企业实现战

略发展目标［４］。 内部审计既是企业内部控制的重

要组成部分，又是内部控制有效性的确认者，还是对

内部控制进行再控制的有效途径，同时也是监督企

业内部控制制度贯彻执行的有效形式，能够促进企

业内部控制的进一步完善［４］。 因此内部控制的质

量也与内部审计密不可分，如何控制内部控制的质

量也一直是内部审计研究的关注焦点。
本次研究基于 Ｃｉｔｅ Ｓｐａｃｅ 里导出的信息分别制

作的“频次前 ２０ 位的关键词”词表和“中心性前 ２０
位的关键词”词表见表 ２ 和表 ３。 由表 ２ 可知，文献

中出现频次排前三的关键词为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ａｕｄｉｔ（内部

审计）”１２５ 次、“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内部控制）”８４ 次、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公司治理）”５３ 次。
　 　 关于内部控制与公司治理之间的关系共有 ３ 种

观点。 一种是：内部控制是公司治理的前提（杨雄

胜［５］， ２００５）。 另一种是：公司治理是内部控制的重

要环境（吴水澎等人［６］， ２０００）。 目前被广为接受的

一种观点是：两者之间是“嵌合关系”，内部控制若

离开公司治理结构就不完整（李连华［７］， ２００５）。 本

文倾向于第三种观点，认为内部控制与公司治理是

交叉融合、相互依存、齐头并进的。 内部审计在公司

治理及内部控制交叉融合的框架下发挥其作用。 同

时， 考虑到内部审计在公司的良好表现可知，其将

对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产生日益深入的影响。 内部

审计、内部控制与公司治理三者之间互相渗透、相互

依存，因此，在内部审计研究领域，内部控制与公司

治理一直是研究的热点和重点。
表 ２　 频次前 ２０ 位的关键词

Ｔａｂ． ２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ｏｐ ２０ ｂｉｔｓ ｏｆ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１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ａｕｄｉｔ １２５ １１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ｃｔｏｒ １０

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８４ １２ ｆｒａｕｄ ９

３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５３ １３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８

４ ａｕｄｉｔ ５１ １４ ｓｙｓｔｅｍ ７

５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５ １５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６

６ ｒｉｓｋ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５ １６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６

７ ａｕｄｉｔ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２５ １７ ｍｏｄｅｌ ６

８ ｑｕａｌｉｔｙ ２１ １８ ｌｉｓｔｅｄ ｃｏｍｐａｎｙ ５

９ ｒｉｓｋ １３ １９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ａｕｄｉｔ ５

１０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１３ ２０ ｅａｒｎｉｎｇ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５

表 ３　 中心性前 ２０ 位的关键词

Ｔａｂ． ３　 Ｔｈｅ ｔｏｐ ２０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ｏｆ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ｙ

序号 关键词 中心度 序号 关键词 中心度

１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０．６９ １１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０．１２

２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０．６２ １２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ｃｔｏｒ ０．１１

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ａｕｄｉｔ ０．５３ １３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０．１１

４ ａｕｄｉｔ ０．４６ １４ ｆｒａｕｄ ０．１０

５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０．４３ １５ ｂｏａｒｄ ｓｉｚｅ ０．１０

６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０．２５ １６ ｆｉｒｍ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０．１０

７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０．２４ １７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０．０９

８ ａｕｄｉｔ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０．２３ １８ ｑｕａｌｉｔｙ ０．０８

９ ｒｉｓｋ ０．１９ １９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０．０８

１０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０．１５ ２０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０．０７

　 　 在科学知识图谱中， 关键词中介中心性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ｙ） 强是指其出现频次较多且中心性超过

０．１０， 中心性强的关键节点在某一研究领域中的中

介作用比较明显， 通过该节点开展的研究较多，并
对该研究网络结构的影响力较强［８］。 从知识理论

的角度来看，关键词出现的频次和中心性越高，该关

键词中介性就越强，反映了该点在网络中的重要性，
该关键词在此时间段内即是热门研究方向。 中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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