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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机审计工作的关键，在于实际应用中将计算机技术转化为审计生产力。

  计算机审计发展初期，我办技术人员较少，技术力量薄弱，而广东地区审计对象信息化能力和通用审计软件二次开

发能力都较强。针对这“两弱两强”，我办明确提出了计算机审计基本思路：以应用为主，推进二次开发，迅速将计算

机技术转化为审计生产力，并根据这一指导思想，采取了多项具体措施。 

  一、整合人力资源 

  一是构建“金字塔”人员结构。在具体计算机审计项目中，首先，由处长根据经验提出审计思路；然后，由技术人

员和业务骨干组成核心小组，经集体研究，提出具体审计方案；最后，任务细化到个人，将审计思路模块化。处长、核

心小组、审计人员“三个轮子”协调运转，有效沟通。二是发挥协同效应。对每个业务处室，我办都派一名计算机技术

人员长期对口指导。技术人员紧跟审计全过程，参与审计方案编制，参与现场审计，参与审计报告撰写，参与大案要案

查处，真正解决了计算机与审计“两张皮”现象。 

  二、用系统科学指导计算机审计 

  在审计工作中，我办先从整体出发把握审计对象，而后找出影响整体的各种因素，再从不同角度和层次分析整体与

要素之间、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最后，揭示普遍存在的特征与规律，真正做到“全面审计、突出重点”。 

  三、从时空二维扩展审前准备 

  我办计算机审计的审前准备时间一般占整个项目审计时间的四分之一以上，内容主要包括审前调查、制定计算机审

计方案、转换数据与测试数据完整性。 

  在审前调查阶段，审计人员主要关注审计对象信息系统和数据本身，在获取充足信息后，检查审计对象一般控制和

应用控制情况，分析审计风险，初步确定审计疑点。在制定计算机审计方案阶段，主要是明确审计切入点、重点、方

法、步骤、数据需求及获取方式。在转换数据与测试数据完整性阶段，先将获取的电子数据转换为审计软件可处理的数

据文件，之后，运用抽样、统计等方法，对数据进行完整性检验，并利用编程技术将检验过程模型化、自动化。 

  四、运用“集散”模式实施审计 

  “集散”模式就是集中分析、分散核实。 

  集中分析就是从海量的数据中，及时、准确寻找和判断风险点，目的在于把握总体，确定重点。在集中分析阶段，

我们先搭建审计网络，网络建成后，采取“多点分布处理、分析结果共享”的作业方式，进行数据分析和模型开发。数

据分析，就是对数据进行深加工，发现审计突破口。目前，我办的数据分析已实现两个“过渡”，即分析覆盖面由局部

向全面过渡，分析方法由计算、检索、关联等简单手段向开发和应用模型过渡。我办利用编程技术二次开发的成果，主

要包括审计模块和审计模型。审计模块是指解决某一具体问题、实现某一具体功能的程序。审计模型则是针对审计对象

特定业务、内控制度流程进行抽样、检查、测评的一整套审计流程和审计方法。近几年，我办开发审计模块１００多

个，审计模型十几个。 

  在分散核实阶段，我们根据集中分析发现的线索，有针对性地采用送达审计或实地审计方式进行调查核实，进一步

明确问题性质。 

  五、试行联网审计，转变审计模式 

  ２００２年底，我办参与了审计署金融司牵头组织的农行联网审计工作。审计中，我办金融审计人员在通审软件基



础上，自行开发并应用了计算机审计模块，同时，还参与研究制定了一系列联网审计制度、标准与规范，促进了我办审

计模式向“预算跟踪＋联网核查”的过渡。联网审计的开展实现了审计模式的三个转变，即单一的事后审计向事后与事

中审计相结合转变、单一的静态审计向静态与动态审计相结合转变、单一的现场审计向现场与远程审计相结合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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