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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报告审计

口 余 玮

认

会计 主要是应经济管理之需而产生的
,

主要职

能是提供信息
。

那么审计主要 是应经济监督之需产

生的
,

主要职能是监督
。

现代市场经济的组织结构

决定 了审计的存在
,

同时
,

审计的存在也促进并稳

定了市场经济组织结构的发展与稳定
。

审计作为市

场经 济组织结构中的环节之一
,

它是通过自己特有

的功能为市场经济服务的
。

在 网络化会计信息系统下
,

审计的总体目标和

范围没有改变
,

但是
.

计算机的使用改变了财务会

计信息的输入
、

处理
、

输出和存储方式
,

改变 了内部

控制和组织结构等
。

这种变化将对传统的审计产生

巨 大的影 响
。

一
、

计算机及 网络技 术的使用对 审计

的影响
首先

,

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发生 变化
。

注册会计

师在设计审计程序时
,

应考虑企业内部控制制度
。

内部控制制度是管理现代化的必然产物
。

经过 19 48
年

、

194 9 年对 审计 准则的修订
、

IA C P A 在其 19 4 9 年

报告书中定义 了内部控制制度
,

他们指出
: “

内部控

制制度
,

目的在于保护企业的财产
,

检查其会计资

料是 否正确可靠
,

以及 提高业务效率
,

促进经营方

针组织 计划的 贯彻和 企业内部所有 调查方 法的实

施
、 · ·

…这种控制制度包括
:
预算管理

、

标准成本
、

定

期业务报告
、

统计分析及应用
、

从业人员的职业教

育计划等
。 ”

1 9 7 3 年
,

lA c P A 在对前述定义总结
、

完

善的基础上
,

于 (审计程序报告》第 54 号中
,

对内部

控制制度的定义作了如下解 释
: “

内部控制制度包

括
:
内部会计控制制度和 内部管理控制制度

,

内部

管理控制 制度包括
,

不仅仅 只限于组 织机构 的计

划
,

以及关于管理部门对事项核准 的决策步骤上的

程序与记 录
,

这 种核准 程序是 管理部 门的 一种职

能
,

和为达到这个组织的 目的所负担的责任息息相

关
,

也是建立所有事项 的会计控制制度 的出发点
。

会计制度包括组织机构的设计 以 及 与财产保护和

财务会计记录可靠性有直接关 系的各处措施
。 ”

内

部控制制度虽不是为专门审计人员设计的
,

·

但审计

人员却 可以很好地利用这一制度
,

提高审计效率
。

研究和评价内部控制制度有 助于确定合理 的审计

程序
。

一般说来
,

公 司内部控制结构包括三部分
:
控

制环境 (hT
e ( o n t r o l E n v i or n n l e n t )

、

会计制度 (T h
e a e -

e `, u n t i n g in s t i [ u t i o n
)

、

控 制 程 序 ( Th
e c o , l t r o l 阮

e e -

面 。 )
。

在传统会计中
,

内部控制是通过合理的分工
,

明确的职责
、

规定业务处理程序以及加强业务人员

之间的相互联 系和相互制约来实现的
。

而会计电算

化以后
,

数据处理由计算机自动完成
,

改变 了帐务

处理程序
,

摆脱了会计人员的直接干涉
,

使帐簿控

制失效
,

从而许多原来的内部控制职能丧失
。

其次
,

审计线索发生改变
。

审计线索对审计来

说是极为重要 的
。

在传统会计系统中
,

会计确认
、

计

量
、

记 录
、

报告都有会计人员手工完成
,

由原始凭证

到记帐凭证
,

从记帐簿到会计报告编制
,

每一过程

都有文字记录
,

都有经手人签字
,

审计线索十分清

楚
。

在电子商务环境下
,

经济业务的发生到会计信

息 (会计报告 ) 的产生
,

这些过程都集中在计算机中

按程序指令 自动完成
。

凭证
、

文件的生成方式
,

传递

路线和传递方向都发生 了变化
,

审计线索似乎是不

见了
,

要跟踪某业务发生的流程 显得 困难
。

再次
,

审计证据的形式发生了改变
。

审计证据

可以 是企业 内部与外部的各种凭证
、

帐簿等等
。

传

统审计时需要反 复审阅这些证据
,

观其是否涂改
,

项 目是否齐全
。

但是在计算机中
,

这些数据都作为

输人或保存信息存储在磁盘上
。

手工作业时
,

涂改

单据会留下痕迹
,

而对磁盘 上存储的内容进行修改

一般不会留下任何痕迹
。

此外
,

审计范围发生改变
。

会计报告内容的改

进
,

扩大会计报告的信息容量
,

增加大 量的货币及

非货币性信息
,

为用户提供全面
、

综合的会计信息
,

增加 了企业公开信息 的内容
,

也扩大 了审计的范

围
。

最后
,

审计时间间隔发生变化
。

随着信息的时

间性的要求
,

财务报告的及 时性正变 得越来越 重

要
,

实时报告的出现
,

随之而来
,

也要求审计师提供

对于实时信息的审计
,

并提供实时审计报告
,

这将

大大增加注册会计师工作的风险
,

工作量
,

同时改

变注册会计师的审计方式
。

二
、

实时审计

在实时审 计模型 中
,

通过建立 注册会计师与被

审企业之 间的实时连接
,

对企业交易
、

内部控制
、

企

业业 务进行实时监督
,

随时对企业异常情况进行检

测
,

获取实时审计证据
,

对审计报告随时更新
,

提供

实时的审计报告
。

在实时审计模型 中
,

需要解决二

个问题
:
( 1 ) 如何确定审计的范围

,

获得足够 的审计

证据 ; ( 2 ) 如何估计其内部控制
,

如何证明交易或业

务的真实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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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高科技信息时代的到来
,

以软件
、

硬件
、

网

络
、

通讯等为核心的信息技术

—
IT 已迅速渗透于

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

并成为世界经济
、

科技发展

的制高点
。

审计理论基础作为支撑审计理论大厦的

跟脚
、

支撑点
,

在 lT 环境下也发生了深刻的变革
,

其

内涵
、

外延
、

认 定标准等都得到 了深度和广度上的

扩张
,

为审计理论的充分发展
、

创新奠定 了良好的

基础
。

一
、

IT 环境下
,

审计理论基础的特点

(一 ) 多元网络性

作为审计理论的根 基
,

审计理论基础在 IT 环境

下得到了不断的增强和 加固
(、

信息技术学
、

信息经

济学
、

信息博弈论 以及 与审计相关的其他学科领域

共同组成 了一 个动态的
、

多 元性 的审计理论基础网

络组织
。

而构成审计理论基 础的各个学科的具体内

容则是这张网土的各个结点
。

审计理论基础的不断

扩张
、

膨胀
,

意味着审计理 论获得 了更充足的理论

养分
,

得到了更 充分
、

更完善的发展
。

(二 ) 动态性
随着时代的变迁

、

客观条件的变化
、

社会经济

环境 的完善
,

审计理论 基础也 在不断的发展完善
,

在充分汲取新的学科理论养分的同时
.

也掘弃了一

部分不适合于 IT 环境下的陈乏的
、

过时的理论
。

并

且
,

审计理 论基础的发展变化决定着审计理论 的发

展方向
、

趋势
,

同时审 计理论 的不断发展
、

完善
,

也

进一步加强和巩固了审计理论 基础
,

二者的关系是

辨证统一的
。

(三 ) 质量性
IT 环境下

,

质 量非常重要
,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

质量是 IT 的生命
〔 〕

审 计理论基础作为审计理论的根

基
,

其质量性尤为重要
。

其质量性主要 表现在
:
稳定

性
、

安全性
、

品质性 尽竹是 审计理论基础在审计理

论发展的历 史长河 中呈现出动态
、

发展性
,

但是
,

就

某一时间段
、

期间而 言
,

审计理论基础还 是具有 相

对稳定性的 另外
,

作 为根基
、

支撑点
,

其安全性
、

品

质性也是非常重
一

必 的
,

不安全的
、

缺乏品质性 的根

基不具备支撑审计理论 大厦 的能力
。

(四 ) 交互渗透性
审计理论基础的内涵非常广泛

,

儿乎涉及各个

学科
、

领域
,

而这些学利
一 、

领域的理论并非简单的叠

加构成审 计理论基础
,

它们是按 照一定的秩序
、

规

则进 行有效的组合而 形成的有机整体
。

在 IT 环境

下
,

社会生活的空 间相对缩小
,

各学科间的渗透也

日益频繁
、

紧密
,

它们通过 移植
、

借 用
、

感染三种方

式共 同组成 一 个有序的
、

交互渗透的
、

相互关联 的

动态网络
,

服务于审 计理论
「、

(五 ) 虚拟性

审计理论基础
,

并不象有型的建筑物 建造 时挖

地 基所形成的有型的根基
,

它是从多 个相互关联的

学科 中抽象 出来的
、

客观存在的无形的根 基
。

在 rrI

环境下
.

这一特性更加 明显
,

虚拟的审计理论基础

具有抽象性
、

概括性
、

逻辑性 三个特性
。

二
、

IT 环境下 审计 理论 基础 的认定标

准

审计理论基础的认 定
,

一直都是一个比较 困难

的问题
,

尤其是 IT 环境下
,

高科技信自
、

技术 充分应

用于审计领域
、

加速 了审计理 论基础 的更新换代
,

使 得审计理 论 基础从广 度和深度 上均有 了较 大的

扩 张
,

笔者认为
,

IT 环境下
,

审计理论基础的认定标

准为
:

(一 ) 作为审计理论基础
,

必须为审计理

论的发展服务

随着企业公布财务信息范围的扩大
,

以及 自定

义财务报告 的出现
,

要求审计具有充分的灵活性
,

即根据用 户的信息需求
,

由企业与企业报告用户协

商决定
,

接受审计的信息要素
、

接受审计的程度
,

以

及箱f要报告模型中的要素等等
。

用户和企业可以决

定在报告模型中哪些信息要素应当进行审计
、

注册

会计师应 当提供怎样的保证
r

注册会计师根据用户

需要及审计准则的需要
,

决定其审计的范 围
、

所需

审 i十的证据
,

以 及审计时间
,

审 计应当介人其所需

所有信息的综合模 型
。

计劝机的运 用改变 了会 计系统 中的内部控制
、

审计线索
,

审计证据 (帐
、

证
、

表 ) 的存在方式
,

为 了

保证计算机处理结果的真实可靠
,

必须重 新根据这

一特定的工作环境 制定 某些 内部控制制度
。

在系统

设 计阶段就应该加人必要的 内部控制制 度
.

对 人员

操作进行限制
,

设计计算机 系统 内部的制 约与监督

的方式
,

对所有操作都必 须 留下必要的
“

审计线

索
” 。

审计人员运 用计葬机技术
,

通过 与企业系统的

实时连接
。

对 系统的内部控制
、

企业交易内容和性

质进行随时考察
、

验证和评价
,

获取实时 的审计证

据
,

以便 为开展实时审计工作
,

提供 审计意 见与依

据
。

(作者 单位
:
厦门大学 会计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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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的恶魔
,

杀毒公 司的天 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