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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统开发的审计 

在系统开发阶段，审计人员既不负责业务把关，也不直接参与程序的编写，他的责任在于保证系统的合法性、安全性及

可审计性。在此阶段，一般采用询问、约谈、调阅文档、复核、抽查以及实地观察等手工审计中经常用到的一些审计技

术，如复核系统的输入输出设计，看其是否包括适当的审计线索；抽查程序中的代码设计，看其是否符合业务控制要求

等。 

（二）应用程序的审计 

应用程序的审计方法可分手工审计和计算机辅助审计两种方法。这里，我们介绍的是计算机辅助审计方法。 

所谓计算机辅助审计方法，它是指审计人员利用计算机对被审程序进行审查，以确定其处理和控制功能是否可靠的一种

方法。由于手工审计的方法，只有在肉眼可见的审计线索存在并且比较充分时才适用，而对大多数计算机系统，审计线

索都存储在磁性介质上；另外，由于手工审计方法没有直接对系统实际运行的程序进行审查，审计结论的可靠性较差。

因此，只有利用计算机对被审程序进行审查，才能得出正确可靠的结论。利用计算机辅助审计方法主要有： 

1、检测数据法。检测数据法是指审计人员把一批预先设计好的检测数据，利用被审程序加以处理，并把处理的结果与预

期的结果作比较，以确定被审程序的控制与处理功能是否恰当有效的一种方法。 

检测数据法可用来审查系统的全部程序，也可用来审查个别程序，还可以用来审查某个程序中的某个或某几个控制措

施，以确定这些控制是否能发挥有效功能。检测数据法一般适用于下列三种情况： 

被审系统的关键控制建立在计算机程序中；被审系统的可见审计线索有缺陷，难以由输入直接跟踪到输出；被审系统的

程序较多，用检测数据法比直接用手工方法进行审查更经济、效率更高。 

应用检测数据法对被审程序的处理和控制功能进行审查，选择或设计合适的检测数据是一个关键问题，检测数据的来源

一般有被审单位以往设计的检测数据和由审计人员自行设计的检测数据两种，不管检测数据的来源如何，检测数据中应

包括正常、有效的业务和不正常、无效的业务两种情况。 

检测数据法属于一种抽样审计的方法，但它对审计人员的计算机知识和技能要求不高，适用范围较广，比较适用于较复

杂的系统审计。 

2、程序编码比较法。程序编码比较法是指比较两个独立保管的被审程序版本，以确定被审程序是否经过了改变。审计人

员要用由审计部门自己保管的，经以前审查其处理和控制功能恰当的被审程序副本与被审单位现在使用的应用程序进行

比较，可发现任何程序的改动，并评估这些改变带来的后果。这种方法不仅适用于源程序编码之间的比较，也可用于目

标程序码之间的比较。 

3、受控处理法。受控处理法是指审计人员通过被审程序对实际业务的处理进行监控，查明被审程序的处理和控制功能是

否恰当有效的方法。采用这种方法，审计人员首先对输入的数据进行查验，并建立审计控制，然后亲自处理或监督处理

这些数据，将处理的结果与预期结果加以比较分析，判别被审程序的处理与控制功能能否按设计要求起作用。例如，审

计人员可通过检查输入错误的更正与重新提交的过程，判别被审程序输入控制的有效性，通过检查错误清单和处理打印

结果来判别被审程序处理控制和功能的可靠性，通过核对输出与输入来判别输出控制的可靠性。 

受控处理法审计技术简单、省时省力，不需要较高的计算机知识，只要采取突出审计的方式，就可以保证被审程序与实

际使用程序的一致性，从而保证审计结论的可靠性。 

4、受控再处理法。受控再处理法是指在被审单位正常业务处理以外的时间里，由审计人员亲自进行或在审计人员的监督



下，把某一批处理过的业务进行再处理，比较两次处理的结果，以确定被审程序有无被非法篡改，被审程序的处理和控

制功能是否恰当有效。运用这种方法的前提是以前对此程序进行过审查，并证实它原来的处理和控制功能是恰当有效

的。因此，这种方法不能用于对被审程序的首次审计。 

5、平行模拟法。平行模拟法是指审计人员自己或请计算机专业人员编写的具有和被审程序相同处理和控制功能的模拟程

序，用这种程序处理当期的实际数据，把处理的结果与被审程序的处理结果进行比较，以评价被审程序的处理和控制功

能是否可靠的一种方法。 

运用这种方法，审计人员不一定要模拟被审程序的全部功能，也可只模拟被审程序的某一处理功能或控制功能。 

采用平行模拟法的优点在于，它能独立地处理实际数据，不依赖于被审单位的人力和设备，审计结果较为准确。其主要

缺点是开发模拟系统难度较大且成本较高。另外，审计人员首先要证明模拟程序的正确性。 

6、嵌入审计程序法。嵌入审计程序法是指在被审系统的设计和开发阶段，在被审的应用程序中嵌入为执行特定的审计功

能而审计的程序段，这些程序段可以用来收集审计人员感兴趣的资料，并建立一个审计控制文件，用来存储这些资料，

审计人员通过这些资料的审核来确定被审程序的处理和控制功能的可靠性。 

在实际操作中，审计程序段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不经常起作用的，只有审计人员在执行特定的审计任务才激活的审计程

序。另一种是在被审程序中连续监控某些特定点上的处理的程序。当实际业务数据输入被审系统，由被审程序对其进行

处理时，审计程序也对数据进行检查，如果符合某些条件，则将其记入审计控制文件中，审计人员可以定期或不定期地

将审计控制文件输出，以便对被审程序的处理和控制功能进行评价，或对系统处理的业务进行监控。 

嵌入审计程序法的优点是在被审单位处理业务数据的同时获取审计证据，它可以防止在数据处理后进行审核时难以确信

被审程序是否有实际应用的程序的缺陷。另外，只要被审程序开始运行，审计程序段就处于监督状态，它可以弥补事后

审计线索不充分的缺陷。可以说这是一种最有效，也是一种最可靠的审计方法，但它需要在系统设计和开发阶段就设计

好审计专用的程序段，而正是这一点，在目前状况下难以实现。同时，它还要求当系统修改时，审计程序段也要作相应

的修改，审计程序段的安全性要求也更高。 

7、程序追踪法。程序追踪法是一种对给定的业务，跟踪被审程序处理步骤的审查技术，一般可由追踪软件来完成，也可

利用某些高级语言或跟踪指令跟踪被审程序的处理。 

采用这种方法可列示被审程序中的指令执行情况以及执行顺序，它也可查出被审程序中的非法指令，但它对审计人员的

计算机知识要求较高，在实际审计工作中应用并不普遍。 

以上只是简单地谈了计算机应用审计中主要的几种审计方法，当然，这些审计方法并不是孤立的，在实际中应用中它们

需要相互补充。计算机应用审计的方法还有许多，具体采用什么方法，要针对计算机系统实际情况去选定。 

（三）数据文件的审计 

在计算机系统中，输入的原始数据、处理的中间结果和最后的结果都是以数据文件的形式存储在磁性介质或打印输出在

纸性账面上。要对计算机系统输出的真实性、正确性和合法性等进行评价，必须对数据文件进行审计。对纸性账页上的

数据的审计同手工系统中对凭证、账簿、报表的审计方法相同，对磁性介质上的数据文件的审计则要借助于计算机辅助

审计，这里主要谈谈利用计算机辅助审计数据文件的方法。 

1、利用审计软件辅助审计。审计软件是为了执行一定的审计数据处理功能而设计的计算机程序。它可从被审的数据文件

中抽取或选定某些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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