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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长期以来，在应用信息技术（IT）过程中，人们总是过多关注其中

的技术（T），而缺少对其中的信息（I）给予足够的重视，然而，当人们

欣喜地看到IT使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得以加强之际，又更应当为会计

信息的可靠性所受到的威胁深感担忧。为此，CO SO 的风险管理框架、
SO X 法案、CIBIT等一系列IT控制规范相继出台，而国际信息系统审

计与控制协会（ISA CA）发布的诸多标准、指南和程序更是直接将焦

点对准组织的信息资产的安全之上。我国《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
和《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18———信息系统》等规范文件的发布，强

调信息化环境下的会计信息的安全性与可靠性，随后，财政部于

2009年发布的《关于全面推进我国会计信息化工作的指导意见》中，

提出未来5~10年会计信息化首要的工作目标，是要建立健全会计信

息化法规体系和会计信息化标准体系。国内外诸多IT控制与审计制

度的不断涌现，充分说明在构建会计信息化标准化体系之中，当务

之急是建立会计信息的生产与传递严密的控制与审计标准体系，为

此，笔者在梳理国内外信息审计基本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信息审计

在会计系统中应用的必要性，进而提出会计系统应用信息审计的若

干思考，以求这一工具与方法在我国会计系统中早日得以应用。
二、信息审计研究概述

对信息审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信息审计的基本概念、基本目

标及信息审计的主要内容等方面。
（一）信息审计的基本概念 目前，信息审计内涵尚未有一个被

理论界认同的概念。美国信息学家D .Ellis（1993）首次将信息审计定

义为：“审查已有的信息管理系统，找出问题，提供解决问题的备选

方案”（任玉珍，2009），试图将信息审计与信息系统审计合二而一，

以求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布彻南（Buchanan，1998）和吉伯（G ibb）

则将信息审计界定为：“对组织信息资源和信息流进行发现、控制和

评估，以实施、维护或改进组织的信息管理的过程”，这一定义将信

息审计的内容确定为信息资源与信息流两大部分至今影响至深。奥
那（O rna，2004）则将信息审计的对象拓展为人、文档和信息，并认

为，信息审计是通过对一个组织中的人、文档等的查证，系统地检查

信息产生、利用和流动的情况，进而确定其支持目标。英国信息管理

协会（A slib）拓展了信息审计的内容，指出它是参考组织的人员和已

有文献，对组织的信息资源、信息流和信息需求等方面进行的系统

检查，以确定其对组织目标的贡献程度。我国学者娄策勤和高策

（2009）则结合当前新的信息环境和信息理论，将信息审计看作是一

种管理工具，认为它是一种发现、解决组织信息管理缺陷的管理工

具。黄亦西（2005）也指出，信息审计是为了充分开发信息价值，通过

对组织的信息流和信息资源的调查、评估，从而识别组织的信息需

求，确定组织的信息环境，并制定相应政策的过程。
必须强调的是，信息审计中的“信息”是一个广义信息的概念，

包括严格意义上的信息和数据两类。笔者认为，处于IT广泛应用的

今天，信息与数据的细分必不可少，它对人们研究信息审计的对

象、内容和范围至关重要，因此，笔者将对应于数据审计的信息审

计称为狭义信息审计，以括号注明“狭义”。而将涵盖数据、信息的

审计视为广义信息审计。
（二）信息审计的基本目标 美国学者查菲（Chaffey）和伍德

（W ood，2008）指出，信息审计是用来评价当前信息质量和管理行

为的水平，即“是什么”的问题。它也可作为一种状态分析的工具，

用以协助构建信息政策和评价信息战略的目标是否已经实现，将

信息审计看成是信息质量与管理不可或缺的工具。赖茂生（2005）

认为，信息审计的目的是为了实施、维护或提高组织机构的信息管

理。胡善勤则从IT视角出发，指出用以记录网络上各计算机行为的

信息审计，其目标有两个：一是可定期对各种网络行为进行采集、
统计和分析等，发现存在的漏洞并及时修补；二是在发生安全事故

后可以进行信息分析，找到事故原因，进而采取相应的措施。可见，

信息审计的根本目标，主要在于提升信息质量，由于信息质量的优

劣首先取决于信息资源对企业实现目标所作的贡献，故而在当前

情况下，信息审计所面对的必然是企业的IT系统（如ER P系统），基

于IT视角可使人们进一步明确信息审计目标，并为企业IT环境确

定信息审计的内容与范围。
（三） 信息审计的主要内容 随着IT应用的深入，众多学者认

为，不应把信息审计看成是一种选择，而是达到确定信息资源的价

值、功能和用途，以便充分开发其战略价值的必要步骤。信息审计包

括信息资源和信息需求两大内容，但它是否也应包括信息流则是众

说纷纭。鉴于信息流审计和信息流程重组中的众多理论和流程具有

相似性，有些学者认为信息流审计不应归属于信息审计范畴之内

（高策，2009）。笔者认为，处于IT应用的初始阶段，将信息流纳入信息

审计的主要内容，对于企业的系统信息流程的标准化与规范化建设

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信息流与企业组织流、业务流密切相关，

面对网络环境，企业流程再造的本质就是实施三者的同步发展。而
从企业ER P系统应用层面来看，信息资源、信息流与信息需求三者不

能单独割裂开来，只有将信息流与信息需求、信息资源同步考察，才

能对企业的信息管理水平加以客观地评价，并提出相应的改进意见。
信息审计对象应当涵盖信息图谱中的数据、信息和知识三个

部分，但对我国企业而言，当前的数据审计与信息审计（狭义）首当

其冲，只有这二者真正得以成功实施，并取得一定实效之后，知识

审计才可望顺利进行，为此，笔者重点分析数据审计与信息审计

（狭义）的具体内容。

从企业经营的业务内容看，信息审计的对象可细分为采购、生
产、销售、会计等各子系统的数据审计与信息审计（狭义），这样才

论会计系统的信息审计

厦门大学管理学院 庄明来

表 1 基于信息图谱的信息审计内容分析

信息图谱的两要素

数据

信息

信息审计的重点
数据保护与存储、记
录管理与记录规则的
兼容等。
运行报告和决策支持
两个方面

信息审计研究的相关问题
（1）来源于何处；（2）如何检索和分析这些数据；（3）利
用这些数据做什么；（4）适用哪些准则等规范要求。

（1）需要哪些信息支持任务/流程；（2）需要何种信息
子系统；（3）如何获得会计信息；（4）如何使用信息；（5）
信息对任务/流程的重要程度；（6）信息使用的目标。

注：根据任玉珍：《信息审计的内容框架分析》，《农业网络信息》2009
年第 7 期，p120 汇总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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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根据各子系统的数据特点与具体内容，对各类信息资源、信息流

和信息的使用提出针对性的信息管理评价意见。不难想象，那种既

想获取企业信息审计的客观公正的评价意见，又不涉足各业务内

容深入考察的做法，将难以实现审计目标。
三、信息审计在会计系统中的地位与作用

会计的价值并非来自于技术，而是取决于会计信息的质量，会

计信息的增值首先是通过信息流的改善以降低资源的需求量，通

过高质量信息的共享对决策提供支持。为此，采用信息审计以保证

会计信息的高质量，也就使会计系统信息管理与控制新增了一道

坚实的屏障。
（一）会计系统信息审计与财务报表审计并行不悖 财务报表

审计的目标是对财务报表是否按照适用的会计准则和相关会计制

度的规定编制，是否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被审计单位的财务

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两大方面发表审计意见，以提高财务报

表的可信赖程度。而对会计系统而言，作为IT时代的必然产物的信

息审计，其审计对象首先是以财务为主的信息资源，以确保该信息

资源的价值、功能和用途，进而实施、维护或改进组织的信息管理

的过程。虽然两者都有保证信息高质量的目标，但审计内容与审计

方法却大相径庭。而从两种审计的审计对象看，虽然都是针对企业

的信息资源，但信息审计的范围要宽泛得多，它不仅包括企业的货

币、财务等定量信息，而且还包含企业的非货币、非财务等定性信

息。财务报表审计必须对被审单位财务报表的会计准则和制度的

遵行性，对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的公允性发表审计意

见。而信息审计则是从对企业信息资源、信息流程和信息需求等内

容的价值、功能和用途加以评价，发表审计意见。前者注重企业核

心信息的合规性，后者则注重企业信息管理质量的提升。从时空上

来看，前者注重对所产生财务信息的结果进行评价，而后者则是对

信息管理过程进行评价。尽管信息审计之初衷在于整个企业，但在

我国首先在会计系统中加以施行，则是纲举目张之举。
（二）会计系统信息审计与信息系统审计异曲同工 企业信息

化的实践证明，那种认为只要企业应用信息系统或相应的信息技

术就能实现信息化、提高企业信息管理水平的认识有失偏颇，企业

信息化建设中的根本因素是信息资源建设问题。目前普遍存在的

企业信息资源存量绝对值不足、信息需求匹配度不高、信息资源利

用率低、信息资源成本高收益低等弊端。因此，信息审计的当务之

急，是要对企业财务信息资源进行控制和评估，以实施、维护或改

进企业信息管理的水平。
尽管有学者将信息审计对象界定为信息管理系统，但近20年

来信息审计的实践及诸多研究成果表明，审计信息管理系统的任

务非信息系统审计莫属，信息审计尽管与信息系统审计有着千丝

万缕的联系，但两者的审计目标、对象、范围、内容却有许多不同。
R on.W eber（1999）指出，信息系统审计的目标在于判断被审的信息

系统是否能够保证信息资产的安全、数据的完整以及高效地利用

组织的资源并有效地实现组织目标的过程，它主要通过获取和评

价所收集的证据来保证这一判断的客观公允性。信息系统是其审

计对象，获取和评价所收集的证据是其手段与方法。而信息审计的

审计对象是数据与信息（狭义），评价产生信息的被审系统则是其

手段与方法。两者相辅相成、优势互补的同步，可以从不同途径保

证会计系统和信息的高效与高质。
（三）会计系统信息审计与IT 环境共生互动 自20世纪90年代

初期以来，越来越多的企业流程已经将大型信息系统纳入其中。由
于这一技术转变，数据和信息相对于产品的重要性正在凸显。目前

很大一部分企业价值已经不在资产负债表之内，在使用大量知识

和信息的领域，差异越发明显，以至于越来越多的人想抛弃已经接

受的簿记原则（杰普.布勒姆等，2008）。可见，会计系统的信息资源

与信息需求面临着重新确认等问题，而亨茨尔（H enczel，2001）所

提出的，信息审计是通过识别组织的信息需求，从而有效地确定组

织当前信息环境的过程，这一将识别信息需求作为信息审计的主

要内容的观点，对重新认识会计系统的信息需求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会计的发展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环境的影响；二是用户对

会计的信息需求，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促使会计系统与这一技术

环境的共生和互动关系日趋明显，而经济全球化的竞争态势又驱

使会计信息不能局限于眼前以财务为主的经济信息的支持。因此，

会计系统面临着信息资源与信息需求的信息审计。
会计信息要力求增值，无疑应当对其数据与信息的采集、处理

与生成的基本流程逐一进行分析和提炼，以便求得各流程、工序的

精益求精。同时，由于目前大中型企业纷纷使用ER P系统，因而使

会计子系统与其他子系统的数据联系越来越密切，而其会计子系

统中的管理会计、内部审计等子系统与财务会计子系统的无缝连

接越发凸显，为此，针对数以万计存储于企业数据仓库之中的信息

资源文件重新进行梳理与管理势在必行。而从审计的角度看，IT环

境需要IT治理和IT控制，这是因为这一环境所带来的系统、流程、
技术等错综复杂的高风险局面，许多大公司由于难以应对这一高

风险局面而陷入信息危机与信息犯罪的旋涡之中。作为信息安全

保证的必备工具与方法手段，信息审计在当前会计系统的安全控

制不足的状况下尤为必要。
四、信息审计在会计系统中应用的若干思考

尽管会计系统相对于企业其他子系统具有较为严格的信息生

产程序、流程和规范，但面对与ER P系统诸多子系统的日益交融局

面，会计子系统的数据与信息的管理产生许多问题，如缺少对信息

的集中化管理，致使某些有用信息过于分散而难以被决策者获取

与使用，又如信息过载使得信息用户难以腾出足够的时间从纷繁

复杂的信息中选择其所需要的信息等。诚如信息审计专家H .Botha

和J.A .Boon所指出的，需要对信息审计进行更多的研究，在实践中

测试更多的方法，使信息专家能够开发出可以放心使用的可靠信

息审计方法。笔者认为，当务之急是在对信息审计的必要性取得共

识的基础上，探讨会计系统信息审计的主体与内容、审计方法、审
计频率与审计重点等问题，以使信息审计在我国早日应用。

（一）会计系统信息审计的主体与内容 本质上说，企业信息

审计是企业内部审计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其规划、实施、完善的

组织协调工作主要应由企业的内部审计机构为主体加以实施，在

聘请外部专家参与信息审计的基础上，辅以企业内外部的相关审

计人员来完善审计工作。但由于当前企业信息审计力量不足、缺乏

专业胜任能力的人员，故应形成由企业内部审计人员与信息主管

人员为主的专业团队。
如前所述，会计系统的信息审计包含会计数据审计与会计信

息审计（狭义），从实务上看，前者的审计重点是会计数据的保护、
采集、存储、记录和处理规范的管理，而后者的审计重点则是对会

计系统所产出的财务报告和提供决策支持信息的管理。从理论研

究内容上看，会计数据的审计应当研究会计数据的来源，数据的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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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与分析，以及基于信息需求而对会计凭证和账簿等数据的采集、
整理及记录规则等方面的管理。而会计信息审计的研究重点则是

与流程、选择合适信息系统、信息获取及使用、各类会计信息对相

应流程的重要程度，以及与会计信息需求的目标相适应的信息体

系的构建等。
（二）信息审计的审计方法 作为人造系统，会计这一应用系

统的信息审计应以信息技术为手段，围绕企业各应用子系统的应

用过程与应用结果，以及系统安全的合理性、过程行为的合法性、
结果数据的真实性，进行客观、适时的监测与审核，将各种违规、可
疑事件及时发出警报，并提交改进信息管理的审计报告。

信息审计与信息系统审计同为内部审计的组成部分，但其各

自的审计方法不尽相同，亨茨尔（H enczel，2001）强调信息审计是

一个循环的过程，包括计划、数据收集、数据分析、数据评价、建议

交流以及实施这样一个定期重复的过程。目前比较成熟的信息审

计方法有信息地图法、集成审计法、信息流法和亨茨尔（H enczel）

法等多种（娄策勤、高策，2009），针对会计系统的特点，笔者认为选

用信息流法和亨茨尔（H enczel）法为宜。信息流法既重视信息资源

的识别，又能同时对企业信息流进行分析，这正是目前我国会计系

统信息审计起步伊始所必须的。而亨茨尔法则是在分析信息流法

和集成审计法的基础上，提出了较为科学的信息审计7大步骤，即

计划筹备审计计划和准备，通过案例分析取得高层支持；数据收集

通过调研建立组织信息资源数据库；数据分析对收集到的数据进

行标准化分析；数据评估进行数据判读，提出建议；建议交流报告

信息审计结果，交流意见；实施建议开展信息审计建议改革项目；

二次审计使信息审计经常化、规律化。对会计系统而言，信息流中

的电子凭证审核、记账凭证形成、账簿登录、银行对账和报表编制

等沿用手工会计流程的做法，能否符合信息管理与用户信息需求，

十分有必要在信息审计过程中进行重新审视与评价。
由于当前尚未形成标准化的信息审计方法体系，因此在实际

中，许多信息审计项目多采用了传统的财务审计方法，如成本/效

益方法等，这给信息审计实践造成了很大的困惑和混乱，有的学者

主张应将财务审计人员的经验与信息审计实践相融合，尽早开发

出一套适用于信息审计方法体系（任玉珍，2009）。笔者认为，借鉴

财务审计的基本方法与经验，固然是信息审计的实现途径之一，但

信息审计方法不能落入财务报表审计方法之中，否则将有可能影

响到信息审计任务的完成，两者的审计目标相去甚远，因而其审计

方法也必然有很大的不同。鉴于信息系统审计与信息审计所具备

的诸多共性，借鉴日益成熟的信息系统审计中的信息流程审计与

数据审计的方法不失为一种事半功倍的做法。
（三）会计系统信息审计的频率与重点 会计系统的信息审计，

首先要明确信息用户对会计信息需求，其次是要对目前可使用信

息与信息用户所需要的信息进行信息资源差异对比分析，进而根

据当前状况提出消除上述差异解决方案，并制定信息提供与信息

流程再造的行动计划。从以上的审计过程看，会计系统信息审计的

频率与该系统的使用状况相联系，即信息审计频率与系统使用时

间相对应，会计系统一旦受到升级或改进，信息审计就应当紧随其

后加以进行。然而，应当注意的是，在信息资源、信息流和信息需求

三大信息审计内容中，与系统升级或改进联系最紧的当属信息流。
因此，信息审计的频率可以因审计内容而定，一旦会计系统的信息

流受到改变，就必须对其实施审计，而信息资源与信息需求则可采

用定期审计的方法，根据企业经营决策与竞争的需求，定期实施会

计系统的数据审计与信息审计（狭义）。
信息审计包括数据审计与信息审计（狭义），对会计系统而言，

数据审计应用研究的重点是会计数据的保护、采集、存储、记录和

处理规范等方面，而其理论研究的重点则是会计数据的来源、会计

数据的检索与分析、会计凭证和账簿等数据的作用，以及这些数据

处理过程中的规范要求。而信息审计（狭义）应用研究的重点是会

计系统所产出的财务报告和提供决策支持的信息，其理论研究的

重点则是与流程、选择合适信息系统、信息获取及使用、各类会计

信息对相应流程的重要程度，以及会计信息需求的目标等相关。
五、结论

疾速形成的网络化与无纸化等信息化环境，促使会计系统的

信息审计成为必然，而作为信息化助推器的信息审计，其审计目

标、审计内容和审计方法等又确立了其在会计系统中数据与信息

安全保障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伴随着我国信息审计理论研究的开

展，信息审计的成功应用可望水到渠成。届时，信息审计与信息系

统审计的并驾齐驱，必然为我国会计系统信息的可靠与相关、信息

管理的高质与高效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本文系福建省教育厅2008年度人文社科项目“我国财务会计

信息化发展方向研究”（JA 08003S）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任玉珍：《信息审计的内容框架分析》，《农业网络信息》2009

年第7期。
［2］娄策勤、高策：《信息审计方法比较研究》，《图书情报工作》

2009年第1期。
［3］黄亦西：《信息审计与知识审计的比较研究》，《情报杂志》

2005年第10期。
［4］赖茂生：《信息资源管理的技术方法》，http://irm .im pku.edu.

en/ow nload/e07.pdf，2005- 12- 17。
［5］胡善勤：《网络信息审计的设计与实现》，吉林大学2008年

工学硕士论文。
［6］高策：《企业信息审计研究》，华中师范大学2009年硕士学

位论文。
［7］戴维.查菲、史蒂夫.伍德著，赵苹、陈守龙译：《企业信息管

理：用信息系统改进绩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8］［荷］杰普.布勒姆、梅农.范多恩、皮亚士.米托尔著，程治

刚、张翎、张劲译：《SO X 环境下的IT 治理》，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8年版。
［9］B uchanan，S. and G ibb，F. T he inform ation audit：an

integrated strategic approac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orm ation

m anagem ent，1998.

［10］O rna E.Inform ation Strategy in Practice.A ldershol：G ow er，

2004.

［11］R on W eber，Inform ation System s C ontrol and A udit，

Prentice- H allInc，1999.

［12］Susan H enczel. T he Inform ation A udit as a First Step

T ow ards Effective K now ledge M anagem ent. Inform ation O utlook，

2001.

（编辑 熊年春）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