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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银行于2006年4月开始推出对信贷业务全方位、全过程、连续动态的审计监测，2007年又推出负债
业务监测，其他如财务、中间业务等各业务单元的审计监测也将在2008年及以后年度逐步开展，尽管
审计监测还存在许多的不足，但审计监测也发现了一些常规审计难以查找的问题。审计监测的推出，
开阔了我们的审计思路，拓宽了审计视野，一些审计发现更及时、准确，给每位审计人员及现场审计
工作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启示。 
一、审计监测的目标 
根据国内外对非现场审计的定义，我们认为审计监测，是指以业务生产（交易）系统为基础，以计算
机辅助审计技术为手段，通过运行审计模型，由计算机自动在生产系统中搜索与制度、流程、风险治
理标准等存在偏差的事件或项目，为现场审计提供样本和线索的一种重要的风险导向审计方法。审计
监测的目标主要有： 
一是以非现场审计系统为依托，通过建立覆盖业务单元的审计监测模型体系与问题疑点管理系统，对
各业务单元进行全过程、连续动态的审计监测，全面揭示各业务单元经营管理中的合规性、真实性与
风险性问题。 
二是以风险为导向，连续动态地评估、分析基层经营机构各项业务的基本情况和风险状况，提示机构
单元和业务单元出现的较为集中的风险，为持续地了解和掌握基层经营机构的经营状况和风险状况提
供依据，也为开展审计项目时编制具体审计方案提供被审机构基本资料以及相关数据。 
三是揭示问题线索，提示被审计机构可能存在的问题和疑点，进一步提请审计关注并核实问题，起到
动态监控被审计机构经营管理活动和预警预报作用。 
二、审计监测与传统审计的区别及优势 
（一）审计监测与传统审计的区别 
1.手工审计与计算机审计之分。传统审计是采用现场审计方式为主，对被审计对象进行手工作业；审
计监测是利用计算机审计手段对被审计对象进行非现场审计。 
2.及时性与滞后性之分。审计监测是定期地采集被审计单位原始数据开展非现场分析，具有很强的时
效性；传统审计是对以前某一时期经营活动的事后审计，比较滞后。 
3.连续性与间断性之分。审计监测是定期进行非现场分析，审计分析有连续性；传统审计是对某一时
期或某一项业务进行临时性审计，具有一定的阶段性或间断性。 
4.静态与动态之分。传统审计是对经营情况的事后审计，是静态的；审计监测是可以通过网络实现数
据的在线审计或离线审计，实时、有效的对各项业务进行监控。 
（二）审计监测体现的优势 
1.改变了审计作业方式方法，提高了审计效率与及时性。传统审计模式是要到现场去逐个查找疑点发
现问题，使用的手段主要是手工翻阅账务资料；而新的审计监测模式是利用计算机辅助审计工具在非
现场批量查找疑点发现问题，为审计人员提供了一套体现多维分析思路的数据分析技术和方法，实现
了从总账、分户账到明细账的连续、全面、逐层渗透的查询和分析，而且通过系统筛选能及时发现审
计对象存在的问题、疑点和异常，并定位到相关的客户、账户和交易，是一种非常先进的审计手段和
方法，工作效率显著提高。同时，审计监测是以半年为周期，按月运行模型、日常跟踪问题疑点、半
年报告监测结果的方式循环进行，时效性强，克服了审计滞后、审计成果不能充分发挥的不足。 
2.改变了审计作业流程，提高了审计层次。传统审计模式的作业流程是以手工作业为主的流程，繁重
的劳动突出表现在翻阅资料查找审计线索、编制审计工作底稿、审计信息统计汇总三个环节。审计监
测模式的作业流程是以计算机作业为主的流程，体现计算机化、自动化，低层次的、繁琐的事情都让
计算机去做，基本实现自动化，从而让审计人员可以集中精力关注那些需要专业判断的部分，以更好
体现审计人员的专家价值作用。 
3.实现了专家经验的积累、复用和推广。由于审计监测依赖的非现场审计系统的问题查找模块引进了
专家系统机制，利用组合步骤表方式，将审计人员的经验提炼为量化的数学模型，以问题查找模型库
的形式存储在系统中。审计监测时，可以针对指定机构和时间范围的业务数据运行该模型库，模仿审
计专家对数据进行自动分析，筛选出符合条件的数据记录，查找出被审计机构存在的疑点、异常和问
题。 
4.有效克服审计资源不足和审计风险急剧扩大这个矛盾，扩大审计覆盖面。随着银行业务品种的增
多，客户和交易量随之增大，业务量越来越大，而外部监管和银行管理层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内部审
计工作量不断增大，压力也越来越大。而审计人员近年工作负荷一直很饱满，折射出我们有限的审计
资源和我们越来越重的审计任务之间的矛盾，而审计监测正好解决了这一问题，通过非现场审计系统
平台，以数据分析为先导，有效解决了审计资源不足的问题。同时，在有效规避审计人员道德风险前
提下，实现了审计过程规范管理。 
三、审计监测的主要方法及实施步骤 
审计监测的方法主要有风险评估和查找问题两种方法，其中：风险评估分为业务单元的风险评价和风
险预警指标评价，查找问题主要从各业务单元的主要风险为切入点，通过观察、测算数据指标在变化
过程有无异常变化或违背应有的数据关系来发现疑点线索等。 
（一）监测准备阶段 
审计监测人员通过商业银行主要业务系统、信贷管理信息系统等及时、保质保量地采集所需要的数据
信息，并按照规定数据源的格式导入非现场审计系统，并利用非现场审计系统，在派生指标模块、风
险评估模块和审计模型模块中建立和完善预警指标体系、风险评估模型以及问题查找模型，为全面开
展非现场持续监测完成相关模型环境搭建。 
（二）监测实施阶段 
实施风险评估，评估基层经营各业务单元的风险增量情况，提示高风险业务单元与机构单元，确定重
点风险领域和重点监测对象；进行预警指标的计算，进行经营情况分析；根据确定重点风险领域和重
点监测对象，利用非现场审计系统运行资产类、负债类、财务管理类等各类业务模型，做好模型的参
数调整，按统一规定的格式保存系统自动生成的问题疑点表，检查无误后导入问题疑点库。 
（三）问题核实阶段 



审计监测人员根据问题疑点并结合监测对象的经营管理状况对问题疑点进行初步分析判断，并按照重
要性原则，区分问题疑点的核实方式，通过非现场审计疑点质询单的形式或直接通过现场审计进行核
实，查证问题或排除疑点。对需要函证的客户问题疑点，下达被审计对象；对需现场核实的客户问题
疑点，提交有关内审机构组织现场核实的清单。对于查实的带有系统性普遍性或存在较大风险隐患的
问题，可以考虑以点带面扩大问题查找的范围。审计人员对监测对象反馈的核实情况，及现场核实返
回的有关审计工作底稿进行确认。对于不确认的问题疑点，可以继续核实。 
（四）监测报告阶段 
审计人员对问题疑点及核实整改情况进行汇总分析，编写审计监测报告。报告的主要内容应包括风险
评估的结果、高风险业务单元提示以及风险原因分析，发现的问题、疑点核实情况以及相关的监测建
议等。 
（作者单位：中国建设银行云南省分行总审计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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