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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穿行试验与业务流程再造

所谓穿行试验，就是对某一个系统、某一项制度或某一项业务，进行全过程的、从开始到结束的首尾相连的“穿越”，

来验证系统、制度或业务的科学性、完整性和规范性，或者发现管理的风险和缺陷，为业务流程的控制、调整和再造提

供“实验数据”。传统的穿行试验是“顺藤摸瓜”找线索，它是在系统出现问题后去寻找问题的“症结”。而现代的穿

行试验已变成一种主动的行为，它是在内控测试、风险提示、环境评估和效果评价的基础上，对业务流程再造，以适应

环境的需要，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 

业务流程再造就是对业务流程的重新设计和安排，是企业推行精细化管理的客观要求，穿行试验为业务流程再造提供了

必要的技术支持和可靠的畅行保证。 

二、穿行试验的五大功能 

经过多年的摸索和实践，我们将穿行试验法在业务流程再造中运用的功能归纳为五大类。 

1．检验制度设计的可靠性、可行性。对于提出的各种制度，检验其在客观的环境中能否使企业的经济活动正常运转，以

及制度能否在经济活动中起到约束和保障性作用。检验的结果一般有两种：一是制度的设计提高了机构的运作效率和组

织的创效能力，表明应该重组和再造企业业务流程；二是制度设计不能约束和保障经济活动，说明制度设计存在缺陷，

需要完善和改进。 

2．验证内控制度的健全、完整和有效性。审计管理中暴露的问题，从表象上看是一项管理活动的结果，但从本质上反映

的是企业内控制度的失效。作为一个业务流程，失效的环节在哪里?怎样快捷、便利的去寻找和评价失效的环节和对结果

的影响?穿行试验法为寻找内控制度中失效的环节提供了有效的方法。穿行试验法在验证一项经济活动流程或管理事项规

则时，有意识地让有疑点的内控制度在业务流程中进行一次或多次“穿行”，内控制度的缺陷和业务流程的不适应性就

会暴露无遗。 

3．检测信息系统的安全可靠性。伴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和在各种管理活动、交易中大型计算机的使用，系统的安全可靠

性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在系统检验中，我们通过多重假设，包括正常或非正常的管理活动及业务事项，在信息系统内进

行一次完整“穿行”，这样系统在假设条件下的安全可靠程度就会反映出来。如未授权的人员是否进入了严禁进入的系

统；有无欺骗性数据的录入；有无隐瞒、破坏、偷窃输出数据；有无擅自修改程序、超越内部控制获取访问机密文件、

篡改计算机时间等等。信息系统安全可靠’睦的穿行试验，必须由相关管理专家和计算机信息工程专业人员 (IT人员)协

同完成。这一措施可以用于新系统的自验，也可以用于当系统出现异常的交易行为时、有违背常理的信息表现时，以及

出现违规的会计处理事项时的专项测试检查。 

4．检查管理职能的有效性。穿行试验的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评价作用，管理部门的职责是否落实到位?管理人

员是否尽职尽责?管理效率是否达到预期的设计?这些涉及管理当局和管理者评价的问题，通过穿行试验提供的实际结果

和实验数据，与评价检验标准进行比较，可以对管理的有效性进行定性分析、定量判断。第二，在管理职能的有效性无

法充分发挥，各职能之间出现矛盾、重叠、碰撞，或者出现重大偏差时，穿行试验为管理职能的重组、改造，为制度的

完善提供试验模型。在制度建设初期，将各部门的制度有机的串联起来，看有没有制度“真空”及“盲点”，在职能重

组阶段，通过穿行试验提供的试验模型，对可能出现的职能交叉、空缺、重叠，按管理成本最小化、创效能力最大化原

则，依照经济活动发生的顺序，设计成一个封闭的循环系统，这也是穿行试验在业务流程再造过程的主要作用，即将一

个不规则、间断、失去控制的流程再造成一个连续、不间断、发挥最大控制功能和经济效益的封闭循环的流程。 

5．预测、控制管理风险。风险伴随着经济活动的全部过程，尤其在对外、对内的营运活动中，由于处在两个不同的环境

下，造成信息的不对称，风险机率增加，稍有闪失，不但投资收益没有保证，甚至会造成整个资本运作失败。穿行试验

在对已经完成的投资活动进行多因素分析的基础上，从立项、可研分析、投资对象调查、环境状况认证，至到产出效益



全过程，制作投资过程的因素分析模型。利用分析模型，找出风险环节及信息不对称的主要原因，作为新投资项目的借

鉴，关注风险的重点环节，避免信息不对称。同时，对于拟进行的投资活动，可以按照多因素分析法，对每一个步骤和

环节加以记录，当记录出现异常时，就是一种风险提示，这时加以严格控制就能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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