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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计信息化工作的实践与探索

  （一）信息化在审计工作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近年来，我们湖北省襄樊市审计局在财政、金融、企业、行政事业、农林水等专业审计中，先后对62个单位开展了

计算机审计，审计资金8亿多元，查出各类违纪违规资金1.3亿元，发现重大经济案件12起。在开展计算机审计的实践

中，我们深深地体会到计算机审计在审计工作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突出了审计工作重点，丰富了审计手段。运用计算机的自动筛选、汇总、分析等功能，改变过去手工从明细帐

中逐笔分析的做法，使审计思路更为清晰，重点更为突出，发现重大违纪违规问题线索更为可靠。如我们在对经贸企业

的审计中，将债权债务、固定资产、费用、材料和成本审计等五个方面作为计算机辅助审计的重点对象，突出了审计重

点，保证了审计覆盖面。2000年我们利用《审计数据采集分析软件》对某集团公司所有3567台套固定资产进行审计，只

用短短20分钟查出其闲置未使用固定资产7255.61万元，并准确地查出少提折旧问题265万元。在对全市人保公司保费费

率执行情况及理赔案件真实性审计中，改变繁重的手工排查模式，变原来分散检查为归类查集中审查，将大于5000元的

支付项目进行归类集中审计，通过计算机查出重号保单789份、保费率执行有问题保单415份、无赔款保费优待121条等，

违纪违规金额达500多万元。 

  ——降低了审计风险，保证了审计项目质量。一是计算机辅助审计与传统的统计抽样方法相结合，使抽样审计方法

更具科学性。如我们在对襄电集团的固定资产审计中，用计算机确定对原值达到或超过100万元以上的固定资产进行重点

抽样排查，在抽样系数只占总数的3.85%的情况下，抽样总额达到固定资产总额的86%，经盘点核查后发现虚列固定资产

原值4000万元。二是扩大了审计范围，保证了审计的广度和深度。如我们在对农用电电量、电价审核中，通过计算机对

低压抄月报、人工登记的抄到户表、低维费收入统计表进行汇总对比，查出了违规收取低维费、截留低维费的违纪违规

问题；通过对农网物资分品名、规格归类汇总审计和延伸调查，发现虚购农网物资3000多万元。三是增强了审计结果的

说服力，有效降低了审计风险。计算机辅助审计的计算结果比传统审计的手工计算结果准确可信，有利于被审单位核实

审计结果，使审计结果的可信度大大提高。如我们在审查某公司退职工集资利息是否符合国家同期利率政策时，检索275

笔集资利息金额170万元，发现其执行利率高出国家规定51％。审计结果很快得到了被审单位财务人员的认同。 

  ——提高了审计效率，确保了审计时效。一是保证了审计进度，缩短了现场审计时间。如我们在对国家重点一类企

业——湖北化纤集团公司审计中，通过运用《审计数据采集分析软件》进行审计，一项审计、两项调查在10天结束现场

工作，比计划提前20天完成。二是提高了审计效率，减轻了劳动强度。如我们采用计算机辅助审计，自行开发针对不同

审计项目和资金性质的比较分析工作表50多个，大大地减轻了劳动强度。在每年的财政本级预算执行审计中，汇总全市

七县二区十张相关表格的数据，数个审计人员共同作战尚需一周多的时间，但我们运用自己开发的《财政预算执行审计

表格汇总软件》，进行表格数据的自动计算、汇总、自动更新功能，使这项原本比较繁琐、要求细致的工作，只需一个

审计人员半小时时间就得以完成。 

  ——提高了人员素质，整合了审计资源。会计电算化以及由此产生的IT审计，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审计干部学习运用

现代审计知识的积极性，使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不断涌现。同时网络审计、远程审计的出现也更加丰富和完善了

审计手段，减少了审计资源的浪费。近年来，我市各地结合审计工作需要，积极探索尝试开发应用适用性较强的小软

件，使传统的手工审计与现代信息技术得到了较好结合。如我们在专项资金审计中，将项目档案资料通过数字化转换、

定制模板、整理链接的方式，把纸质资料整理为电子档案资料，为分析专项资金审计状况、跟踪审查专项资金使用和利

用效果提供全电子直观便捷的资料查询。2002年我们对所属七县市2001年度财政支农扶贫资金审计调查中，直接通过局

域网查阅各地上报的电子档案资料，并与其上年度上报的审计结果相对照，发现少报或未报违纪违规问题金额2200万

元，及时进行了严肃处理，从而大大地减轻了以往巡回调查和跟踪督办的工作量。 

  ——改变了传统的管理方式，提高了办公自动化水平。在审计项目管理上，我们开发并运用《审计项目管理系统软

件》，对每个年度每个审计项目分为项目计划、数据录入、数据查询、数据统计、立卷归档等五个单元，从审计项目从



审前准备到审计实施全过程电子管理，为审计人员提供了全电子的现场作业环境。目前局内所有的文书、档案均由相关

人员通过计算机自行完成；在机关管理上，我们以计算机为手段，在机关大力推行“阳光工程”，实行“财务政务公

开”，将机关人事管理、劳资调整、重大财务决策等进行公示；通过局内电话交换系统实现生活小区的电脑互联，开设

网络图书馆、网上学习园地、健康园地、公告牌、网上聊天室等栏目，为干部职工学习交流提供了全新的现代化信息平

台；运用与下属九个县（市）审计局建立的局域网，业务科室之间、上下级之间审计文档均通过网络实行传递；开通与

市委、政府政务信息“快车道”，审计政务信息均通过网络报送。据统计，全市各级党委和政府从审计网络采用信息230

多篇，并逐步取消了纸质文件。 

  从开展计算机审计实践中，我们的体会是：领导重视、统一认识、组织落实是开展计算机审计的重要前提；构建科

学完备的计算机信息网络平台是搞好计算机审计的基础；培养技术人才、提高全员素质是搞好计算机审计的关键；坚持

运用与开发相结合的原则是搞好计算机审计的重要途径；结合实际、注重创新是计算机审计的有效方法。 

审计信息化建设中面临的主要问题 

  计算机技术在审计工作中的运用，是审计事业发展的一个里程碑，是审计技术和手段的一场深刻变革。我们对计算

机审计的认识以及开展计算机审计的实践和探索也是初步的、肤浅的。同时，我们在开展计算机审计的过程中也遇到许

多一时难以克服的问题。这些问题正在阻碍和制约地方审计机关计算机审计工作的进一步发展。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

个方面： 

  一是传统审计的观念、方式和方法根深蒂固，阻碍了计算机审计工作的快速推进。现实审计工作中，很多审计人员

还停留在传统的审计方法和模式上，不能适应形势发展要求，开展计算机审计的意识不强，大多数还是按部就班，依照

过去的方法和套路来进行审计。其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审计人员自身素质达不到要求，而无法进行计算机审计；二是

有的审计人员对计算机知识了解不够，只把计算机用来处理文字、编辑文件、储存资料的工具等；三是明知能用计算机

技术进行审计的事项，而不用计算机进行审计，不对现有的审计对象进行分析，以确定是否可用计算机进行审计。 

  二是缺乏统一的计算机审计准则和标准，开展计算机审计存在较大风险。当今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是方兴未艾，给审

计工作带来了严峻的挑战，而审计系统的计算机审计的准则和标准制度严重滞后。没有统一的计算机审计准则和标准，

难于评价和判断实行计算机审计之后的审计效果。开展计算机审计在降低审计风险的同时也相应带来新的审计风险。这

些风险主要包括：一是对计算机知识缺乏足够的理解，包括被审计单位的计算机系统程序缺乏了解，以及不安全的数据

采集方式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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