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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加入WTO，标志着中国经济已全方位地进入市场经济，按国际惯例操作，并从组织结构到发展战略规划发生全方

位的变革，经济社会以一种更加现代化的、被世界认同的、自主型的方式去获得运行和发展的空间，审计作为经济社会

中一个代表性的经济行为，审计机关作为独立的经济监督部门也不例外。政府审计在与世界接轨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

发生碰撞、磨合，最终走向相容和协调，这个过程必将对政府审计现有的观念、目标取向、技术方法等产生巨大的影

响。 

  现代审计的审计方式经历了从账目基础审计、制度基础审计到风险基础审计的逐步发展与完善的过程。推动审计方

式不断发展的主要原因在于满足不断提高的社会期望、规避审计风险和提高审计效率的客观要求。一直以来，政府审计

把合法性审计作为主要目标，账目基础审计相应地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所以审计方式仍然处于比较原始的阶段。同

时，政府审计的工作效率，只是作为国家审计机关内部管理及业绩考核的一部分内容，而且是作为相对较为次要的内容

加以考虑。作为社会公众，迄今没有对政府审计的效率问题提出任何质疑。但是随着中国加入WTO，政府审计的目标需要

进行调整，国有企业、国家拨款项目、拨款方式是否经济有效地运行，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政府审计的风险在增加，

审计行为向国际惯例靠拢，因而注重从整体把握审计风险愈来愈重要。政府审计工作自身透明度的改善以及社会公众对

政府，包括国家审计机关有效利用公共资源的社会期望要求的提高，使得政府审计工作效率的提高，对国家审计机关自

身的社会地位及声誉显得愈来愈重要。因此，学习研究并推广使用先进的审计方式，变得更加迫切。 

  审计方式的调整，最基本的内容就是，在审计项目的确定与执行中，更注重审计项目风险的评估和整体的把握，特

别是重视经营环境的分析。政府审计在进行合法性审计中，往往会产生注重每一细节问题，而忽视审计结论最终结果的

倾向。但是，要适应审计目标的调整和审计环境的变化，就必须考虑审计最终效果，以使我们政府审计的质量要求与国

际惯例更趋一致。 

  审计方式的变化必然带来审计技术的变化。审计作为一项主要以会计信息为对象的社会经济活动，客观上要求采用

现代信息技术，加快信息处理速度。实现会计信息化后，会计信息的处理速度大为加快，传统审计技术明显太过迟缓。

审计处理手段由手工操作进步到EDP审计（计算机网络审计），进而发展到“信息化审计”，不仅是一种要求，而且正在

逐步变为现实。网络化的发展，电子商务和网上实务的出现，使经济交易、资本决策可在瞬间完成，这也给会计核算和

审计工作提出了挑战。一方面，实现了无纸贸易，电子化或无书面记录经济业务的审计，没有现代信息技术的支持是不

可能完成的；另一方面，众多“网上公司”、“网上银行”、远距离多主体的网上合作体迅速涌现，其主要资产为知

识、信息及人力资源等无形资产，来自于“媒体空间”，对其审计就必须深入到媒体空间中去，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实

现“审计信息化”。因此，我们应加快计算机审计的运用步伐，使计算机在审计查证、分析性复核、审计信息的收集、

传递等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把计算机技术作为政府审计的必要手段，以适应入世后会计电算化飞跃发展的需要，减少

因计算机审计发展滞后带来的损失。另外，我们传统的就地审计的方式也将随之改变，政府审计的方式将更多地利用网

络进行，通过网络传送所需的数据资料，只有审计人员需要实地观察项目情况或需要与被审计单位座谈时，审计人员才

亲赴现场进行审计，大大减少现场审计的工作量。 

  所以，未来我国政府审计的审计方式和技术面对的挑战和影响是客观存在的，而所有这些挑战也意味着新的发展机

遇。作为国家审计人员必须正视这种现实，采取积极的对策，才能从容应对。 

                     －－摘自《中国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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