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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保审计中开展信息系统审计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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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保障审计对于保障人民权益、促进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等方面具有重大意义，是审计工作在保障人民群众基本生活权益，维护

社会大局稳定等方面的重要体现，是社会保障体系发展完善的助推器。近年来，信息化技术在社会保障资金的管理中逐渐普及，业务经办、公

共服务、基金监管和宏观决策等社会保障核心领域愈来愈依赖于信息系统强大的存储、分析、处理能力。因此，信息系统审计已成为社保审计

未来的重要发展方向。 

   

  一、社保信息系统审计开展的必要性 

   

  社会保障是一项社会性系统工程，涉及到政府职能部门、众多参保单位、相关各级机构、参保个人等方方面面，且对信息传递、处理和保

存的要求极高。社会保障的管理工作是一项高复杂度、高要求的社会工程，需要大量利用现代信息处理技术手段，社会保障管理信息系统的安

全性、可靠性、经济性是社会保障管理的基础。 

  （一）信息系统审计是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的客观需求。我国社会保障体系日趋完善，社会保障覆盖面持续扩大，社会保障待遇水平连年提

高。我国已基本形成了以社会保险为主体，包括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优抚安置、住房保障和社会慈善事业在内的社会保障制度框架，城镇养

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5项保险制度普遍实施，实现了从单位福利向统筹互济的社会保险的转变。截至2011年底，基本医疗保险实现全

覆盖，基本养老保险覆盖面迅速扩大，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42亿人、1.70亿人、1.22亿人。社会保障资金规模不断扩

大，2011年，18项社会保障资金共计收入28402亿元，支出21100亿元，只有通过信息化技术手段才能合理、高效的管理如此庞大业务。社会保

险信息系统具有政策性强、涉及面广、信息流量大、数据交换频繁、数据保存时间长等特点，必须通过信息系统审计对于社保业务涉及信息系

统的安全性、可靠性、经济性进行分析评价。 

  （二）信息系统审计是实现社保审计目标的迫切需要。社会保障资金审计的目的是有利于保证社会保障资金的安全与完整，促进我国现代

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充分发挥社会保障资金使用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保障人民群众基本生活的权益，维护社会的稳定。信息化环

境下的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对于社保审计提出的更高的要求，挤占挪用、扩大开支范围等资金方面的违纪违规问题逐步得到纠正，基于审计模型

的海量数据分析查找社保资金管理的违规行为成为主流的审计手段，因此必须首先通过信息系统审计对于社保系统的安全性、可靠性、有效性

进行评价，避免因基于不可靠、不安全的系统数据进行分析而产生的审计风险。 

  （三）信息系统审计是社会保障信息化建设现状的客观要求。目前，我国社保信息系统建设中存在一些缺陷与不足，如系统建设追求“短

平快”，未进行全局化、整体性的规划设计；信息系统未对业务流程处理过程进行规范化，系统不能充分满足业务需求；多个相关系统之间未

进行有效整合，产生“信息孤岛”，导致系统存在安全漏洞、数据质量不高、效益低下等问题。这都需要通过信息系统审计提出合理建议，促

进完善社保信息系统。 

  二、进一步在社保审计中开展信息系统审计的措施 

  当前，我国社保审计面临着重要的转折点，一方面是被审计对象信息化运用不断扩展与深入，另一方面是审计要求责任的不断提高与加

强，如何提高审计效率、优化审计成果、降低审计风险是摆在每一个社保审计人面前的重要课题。如果说翻看纸质账本到分析电子数据是本世

纪初我国审计事业的重大突破，那么信息系统审计则是我国审计事业向着现代化审计发展的一个里程碑。社保信息系统审计应以数据的安全性

为第一审计目标，以系统的可靠性为主要审计目标，以资金的合理有效管理为审计突破点，开拓社保审计一片更广阔的天地。 

  （一）建立社保信息系统审计评价指标体系。信息系统审计尚未形成规模效应，操作起来无法达到标准化、规范化、制度化的要求，尚无

充分的评价依据，评价内容也不够全面，如何科学性的衡量信息系统安全性、可靠性、经济性是当前信息系统审计工作的瓶颈。必须建立社保

信息系统审计评价指标体系，以科学的标准评判是否达到信息系统设定的目标，以科学的考评体系来评判信息系统运行的效果，查找运行过程

中与预期目标的差距，及时发现信息系统运行中存在的实际问题，进一步对信息系统进行优化提供科学依据。 

  （二）注重社保信息系统数据质量分析。与数据式审计相比，信息系统审计是“究其然，更究其所以然”。社保审计数据量巨大，数据式

审计往往发现大量冗余与差错数据，如果审计人员将这些不良数据直接抛弃，而给予余下数据充分信任，势必产生较高的审计风险。必须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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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系统审计，从系统运行、操作处理、运维管理等多角度深入分析数据质量，发掘信息系统从建设到运行，再到管理存在的漏洞，才能充分

发挥审计在信息化环境下“免疫系统”功能。 

  （三）构建社保信息系统整体化审计思维。社保信息系统绝非社保部门的信息系统，社保信息系统审计必须构建整体化的审计思维，形成

涉及社保、民政、税收等政府职能部门，银行、保险等社会金融机构，以及广大参保单位的广义社保信息系统审计，贯彻整个社保业务信息

流，实现社保资金到哪里，数据到哪里，信息系统审计就到哪里。 

  （四）深入开展社保信息系统审计理论研究。关于社保信息系统审计的理论研究虽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总的来说还处于初步发展

阶段，在研究中存在重理论、轻实践的倾向。没有扎实的理论研究基础，信息系统审计也是“空中楼阁”、“无源之水”。因此，必须充分结

合审计实践经验与实际需求，深入开展社保信息系统审计理论研究，建立一套有中国特色的社保信息系统审计研究理论。 

  （五）加强社保信息系统审计复合型人才培养。“以人为本”是社保信息系统审计进一步发展的需要条件，“人”乃精通审计实务与信息

化技术的复合型人才，“本”乃基础、基石。一方面计算机专业背景的人员通过大量的审计实践与理论学习成为审计精英，另一方面社保审计

人员接触丰富的信息化技术与知识成为计算机的发烧友，为信息系统审计储备充足的人才队伍。（田甜 张磊） 

（本文内容仅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任何审计机关和本网站的观点，未经许可，不得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