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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环境下开展持续审计需要注意的几个方面

孙俭(审计署京津冀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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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续审计（Continuous Auditing，CA）是指国家审计机关、内部审计机构、社会审计组织为了提高审计质量，降低审计风险，而将审计

投入到整个组织运行流程中的一种实时或适时审计。持续审计是信息化环境下审计发展的必然趋势。 

   

  在国家治理中，国家审计实质上是国家依法用权力监督制约权力的行为，其本质是国家治理这个大系统中的一个内生的具有预防、揭示和

抵御功能的“免疫系统”，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实现路径上，经济责任审计、绩效审计、投资审计、跟踪审计是国家审计推动和服

务国家治理的重要途径。在实现方式上，开展持续审计、逐步从事后审计变为事中审计则是发挥“免疫系统”功能的重要方法。此外，内部审

计、社会审计领域对于持续审计的研究和应用也都在逐步深入。但是开展持续审计也还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信息系统审计要先行 

   

  持续审计是基于信息系统产生的电子数据，如果信息系统存在问题，则由系统产生的电子数据是不可采信的。信息系统在极大地提高效

率、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其特有的弊端也开始显现。例如利用信息技术可以轻易地突破单位的内部控制体系。 

  内部控制是人类从事社会生产实践活动过程中的一种约束机制，是一个经济实体内部所制定和实施的政策、程序、措施和方法等。内部控

制的一般目标是保证业务活动的有效进行，保护资产的安全和完整，保证会计资料的真实、合法、完整和正确、可靠，保证管理决策的贯彻执

行。传统方式下，内部控制主要是通过不相容职务的分离来实现的。信息化环境下的内部控制虽然也是对不相容职务进行设定，但是与传统方

式相比，由于内控需要完整地嵌入信息系统，所以这种新的方式产生了新的风险点。在信息化环境下，内部控制是通过信息系统进行程序设定

和权限设置来实现的，例如涉税事项行政审批的全部流程是在CTAIS系统中完成的，各项审批权限也是通过事先设定的程序来赋予的。一方

面，随着信息系统功能的日益庞大，内控的设置也越来越复杂；更重要的，在实现机器管人的同时，谁来确保管机器的人不出现违规行为？在

手工环境下，只有集体舞弊才能使内控完全失效。而信息化环境下，如果内控不到位，熟悉技术的一个人就可以实现一系列舞弊，设计再完美

的内控体系都可以形同虚设。因此，有效开展持续审计的前提是对信息系统开展审计。 

   

  二、需要深入研究有关技术手段 

   

  实施持续审计需要一定的技术条件，例如先进的技术工具、良好的控制环境、有组织的审计方式、有能力的审计队伍和高层管理部门的支

持等，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如何运用好计算机技术。在账目基础审计模式中，审计的核心方法是详查法。在制度基础审计模式中，由于大量运用

了统计方法，测试法得到了长足发展，并最终取代详查法，成为审计的核心方法。当制度基础审计发展到风险基础审计时，测试的类型没有发

生实质性变化，但分析性测试的作用更加突出，运用的范围更加广泛，成为核心中的核心。在持续审计需要大量运用的计算机审计模式下，详

查法和测试法已经不再是审计的关键问题，因为计算机手段既可以解决详查问题，也可以解决测试问题。面对众多数量和类型的数据，关键的

问题在于，审计人员是否能够对数据进行有效的分析，并使各种各样的数据库底层数据转化为审计人员有用的信息。只有完成数据转化为信息

的过程，审计人员才能实施审计程序，审计目标才能最终实现。然而，分析方法是以技术手段为前提的。 

  目前，实现持续审计所需要的计算机技术主要有三种：数据库查询技术、多维分析技术和数据挖掘技术。其中，数据库查询技术实现了在

海量数据中筛选特定数据的要求。多维分析技术解决了对复杂数据的总体把握问题。而数据挖掘技术则更进一步地满足了知识发现要求。在审

计工具和软件方面，支持持续审计的软件应该能够直接接触数据源，优选原始数据，自动处理数据，及时反映出内部控制设置的变化。 

   

  三、持续审计要拓宽视野 

   

  联系是事物之间以及事物内部各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联系具有普遍性，我们必须用联系的观点看问题。任何一个单位的

经济活动都不是孤立进行的，信息化环境下的持续审计更是如此。信息化环境下，审计人员可以摆脱传统的纸质资料，深入到计算机信息系统

的底层数据库，获取更多更广泛的数据，然后通过对底层数据的分析处理，获得大量的多种类型的有用信息。这些信息不但包括传统的财务信

息，而且还包括非财务信息、自行组合的新财务信息、财务数据与非财务数据组合的混合型信息，甚至可以是与被审计事项相关的外部信息。

这些类型的信息在传统方式下是无法轻易取得的，它们的综合利用能大大扩展审计的视野。 

  不论是被审计单位的财务数据、业务数据，还是来自相关部门或单位的外部数据，都是审计人员在审计项目中可资利用的数据资源。这些

数据虽然来自不同的渠道，但都是对被审计单位经济业务的反映，彼此之间存在着一种可据以进行相互查考、核对的关系。在审计分析时，审

计人员可以充分利用内外部数据之间存在的这种关联关系，方便、快捷地建立起分析模型进行比对、分析，更好地完成审计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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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开展持续审计并不排斥传统的手工审计 

  开展持续审计时，传统的手工审计方法、审计人员仍然是必要的。同时也要认识到，审计计划也应该是持续调整的，随着被审计单位（客

户）控制水平的持续提高，相应地，审计人员应该不断地调整不合理的计划、测试环节，改进审计思路、设置新的测试、控制环节，并促进被

审计单位（客户）的管理人员改进管理策略。（孙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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