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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摘 要 

随着会计信息化建设的不断推进，由于传统审计的局限性所带来的不足就逐

渐显现出来了。本文分析了会计信息化环境下传统审计的局限性，努力探索信息

化环境下新的审计方式，即找到一种与信息化环境相适应的、先进的审计方式—

—信息化审计。由于计算机网络的快速发展，以远程联网审计为主流的信息化审

计已涌现出来。它使得审计工作从事后审计转变为事后审计与事中审计相结合，

从静态审计转变为静态审计与动态审计相结合，从现场审计转变为现场审计与远

程审计相结合。信息化审计是审计技术与信息技术共同发展的必然产物，它是传

统审计的一场革命。由于它是新形势下出现的一种审计方式，大多数人对它还不

十分了解，因此，需要我们研究一些行之有效的对策来主动应对它所带来的挑战。 

本文在对信息化审计方面的资料进行大量收集的基础上，概述了会计信息系

统审计发展的历程，总结了会计信息系统审计的产生与发展，并对国内外的研究

现状进行了分析。笔者对我国信息化审计建设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在此基

础上提出了开展信息化审计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本论文的核心部分，分析了新型

审计方式——信息化审计所带来的风险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防范措施以

及解决对策，并同时指出了未来信息化审计的发展方向，不仅给审计人员在信息

化环境下开展审计工作提供了参考，而且，还可为审计主管部门及行业协会等在

新形势下制定政策和正确决策提供依据。 

 

关键词：会计信息化；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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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bstracts 

Alo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accounting informationization，the disadvantage 
caused by the limitations of the traditional audit appeared. This paper analysis the 
limit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audits under the informational environment of accounting, 
and try to probe the new auditing method under informational  environment, that is 
to find an advanced auditing method which can fit in with the informational 
environment--- informationized auditing. Due to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computer network，the computerized audit method taking long distance networking as 
the main stream has come to the fore. It has brought great changes to the auditing 
work: auditing after the event becomes the compound of auditing after the event and 
auditing in process; the static state auditing becomes the compound of static state 
auditing and developing state auditing; the field auditing becomes the compound of 
the field auditing and long-distance auditing. Informationized audit is the inevitable 
outcome of common development of auditing technology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t is a revolution of the traditional audit. Since it is new content of audit which 
appears newly, people do not know much about it, we should study some effective 
countermeasures to actively cope with the challenge it brings. 

This paper is based on the collection and accumulation of the data concerning 
informationized audit, it outlines the procedure of informationized audit development, 
summarizes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informationized audit, and also makes 
an analysis on the situation of the actual study of both domestic and abroad. The 
writer analyzes the problems facing in process of the information system construction 
in China, and then mentions the importance and necessities of developing the 
informationized auditing. The core part of this papaer analyzes the new audit way--- 
informationized auditing, the risk and question what it brings, and brings forward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e direction of the 
informationized auditing development, it not only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the 
auditors under informational environment, but also provides a basis for the audit 
authorities and auditing associations for policy and decision-making, under the new 
circumstances. 

 
Key words: Accounting informationization；Aud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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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  论 

1.1 本文的研究意义和目的 

自 20世纪 50年代计算机与通信技术结合以来，计算机网络给全球社会经济、

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会计、审计行业也不例外。企业会

计信息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和进步，是实现会计工作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同时也给

现代审计工作提出了新的课题和任务。当前，我国信息化事业已经发展到一个新

的阶段，各级政府正在认真落实“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战略，许多城市及企

业也都已着手应用、整合与升级其信息化应用系统。越来越多的信息系统建设项

目已经展开，但信息系统规模越大，功能越复杂，其所附带的风险就越大，因而

随之而出现的问题也就越明显。在这种情况下，会计信息系统审计 AISA

（Accounting Information System Audit）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会计信息系

统审计是指“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收集并评估证据，以判断一个会计信息系统是

否做到安全、可靠和有效，同时又能 经济的使用资源”。会计信息系统审计研

究的应用价值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会计信息系统审计可以促进被审计单位

更有效地融入到社会经济生活中；另一方面，审计可以促进被审计单位改进内部

控制，加强管理，提高会计信息系统实现组织目标的效率、效果。
①
 

在国外，信息化审计一直是现代审计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例如，美国的一

些学者认为信息化审计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会计软件系统进行审

计，即把会计软件作为审计对象。二是利用计算机辅助审计，即把计算机作为审

计工具，对会计业务工作进行审计。另外，根据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 新发布

的名为《2006 内部审计状况职业研究》的报告结果，被调查的美国公司中有半数

的公司目前正在使用“连续审计”（Continuous Auditing）技术。这种技术的

典型特征是利用信息技术优势来缩短内部审计周期、改善风险和控制安全系数。

在我国，信息化审计的建设也初具规模，我国已开发了多个审计信息管理系统和

审计办公自动化系统。现在，我国各级审计机关大部分都利用了计算机进行公文

处理、审计对象管理、财务管理、人事管理、文件档案管理等等。各级注册会计

                                                        
①孟秀转，孙强.信息系统审计与信息系统监理的再比较[EB/OL]http://www.amteam.org/static/33770.html，
2003-0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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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协会、各会计师事务所都广泛利用计算机进行文字处理、表格处理和资料管理

等工作，不同程度地采取了办公自动化技术。近几年来，一些较大型的社会审计

机构以及各级审计机关在借鉴国外有关会计信息系统审计经验的基础上，选择了

一些信息化程度比较高的机构（如银行、保险公司等），开展了会计信息系统审

计工作，对被审计单位的会计信息系统的可靠性和内部控制进行初步的评价，并

取得了一定的初步成果。 

计算机网络犹如一柄双刃剑，它不仅带来了先进的审计技术手段，而且也使

审计人员面临着大量的利用计算机欺诈、舞弊的可能性和迅速增加的审计风险。

因此，审计人员不仅要对会计信息系统产生的数据是否真实、正确、合法进行审

计，而且还要对会计信息系统的硬件和软件，进而对整个会计信息系统的安全性、

可靠性、内部控制的健全性与有效性等方面进行审计，审计工作也因而扩大了其

审计范围，整个的会计信息系统的开发、设计、运行的全过程都成为了审计的对

象。由此可见，会计信息系统审计的重要性决定，完善其理论体系，制定执业标

准和规范，增强实践操作性，应当成为我们努力的方向。本文的研究目的正是要

通过进行系统的理论研究，明确会计信息系统审计的主要内容及其审计要素，讨

论会计信息系统审计的相关理论问题，进而构建会计信息系统审计的理论体系；

通过剖析会计信息化条件下审计工作所面临的问题与困难，从而有针对性地提出

当前解决这一难题的对策和建议，为我国今后提升信息化审计工作水平提供决策

参考和思路，为探索出发展我国会计信息系统审计的道路提供参考。 

1.2 国内外信息化审计研究状况综述 

1.2.1 国外研究综述 

（1）在理论研究方面 

国外对信息化审计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据美国斯坦福研究院的调查

报告可知：20 世纪 60 年代随着第二代晶体管计算机的出现和计算机应用的普及，

特别是会计电算化后，开始出现了信息系统审计(ISA)。虽然信息系统审计在国

外的发展历史也并不久远，但其研究已有相当规模和成果，主要集中在会计信息

系统审计执业标准和规范的研究、会计信息系统审计作用意义的研究、会计信息

系统审计业务内容的研究、会计信息系统审计技术方法及应用模式的研究和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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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系统审计人员资格的规范研究等方面。在建立会计信息系统审计制度、开展

会计信息系统审计研究方面，美国走在了前面。 

美国和加拿大等国的学者从 20世纪 60年代开始对会计信息系统审计的某些

问题进行了专门探讨，美国政府及民间机构，十分重视计算机审计的研究与应用。

进入八十年代以后，美国计算机技术与通讯技术的有机结合，实现了计算机系统

网络化，并建立了以管理会计方法和模型为基础的会计决策支持系统（简称 DSS

系统）。会计数据处理电算化以后，审计所涉及的方法内容和步骤与传统手工审

计有很大不同，虽然没有改变审计的目标和基本原则，但使审计的对象、方法和

技术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从而形成一门新兴学科——会计信息系统审计。这是一

门会计、审计和计算机三门学科交叉的边缘学科，它主要研究在电子数据处理的

系统中计算机技术对审计的影响；研究会计电算化系统建立内部控制的原则和方

式；研究检查和测试会计信息系统的可靠性，正确的方法和步骤以及评价系统经

济效益的原则和方法。进入 21 世纪，安然和世通财务舞弊案使人们更为切实地

认识到连续审计和实时监控的重要性。2002 年，美国证监会 SEC 颁布了 SOX 法案

（Sarbanes-Oxley Act），其中 404 条款要求审计师对公司管理层的评估过程和

内部控制出具书面意见。尽管 404 条款没有具体提到信息技术的运用和连续审计

的概念，但为节约遵从 SOX 的 404 条款的成本，越来越多的组织在实务中开始运

用连续审计技术。 

加拿大审计长公署（OAG）长期以来就致力于计算机审计与计算机辅助审计

技术的研究与应用。此外，加拿大信息协会、加拿大数据处理管理协会，对此给

予了充分关注。加拿大出版的《综合审计指南》一书，有专门的章节论述计算机

审计。加拿大注册会计师协会于 1986 年颁布的《计算机审计指南》一书，对如

何实施 EDP 环境下的审计，EDP 环境下计算机应用的控制目标、控制标准、控制

环节等内容进行了详细阐述。 

（2）在准则制定方面 

国际审计实务委员会（IAPC）先后公布了《国际审计准则 15——电子数据处

理环境下的审计》、《国际审计准则 16——计算机辅助审计技术》、《国际审计准则

20——电子数据处理环境对会计制度和有关的内部控制研究与评价的影响》和

《计算机环境下的审计》及其他五项准则或实务公告，明确了在计算机会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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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环境下审计的目的与范围，技术与能力的要求，审计计划的考虑，内部控制

研究、评价及风险评估的影响，制定与实施审计程序应关注的方面等。 

美国于 1973 年开始制定计算机审计的有关法规，1974 年注册会计师协会颁

布了《审计标准说明第 3号》，题为“EDP 对审计人员研究和评价内部控制的影响”，

要求注册公共会计师审计时对会计软件系统的内部控制做出评价，明确指出了

EDP 应用的概念、性质及它对审计人员在研究和评价系统内部控制行为中的影响；

同年还颁布了《审计标准说明第 48 号》，题为“计算机处理对财务报表的影响”，

它说明 EDP 系统不仅影响内部控制评价，而且对整个审计过程都产生影响，并提

出了审查 EDP 系统所需的程序和方法。1984 年美国 EDP 审计人员协会发布了一套

EDP 控制标准——《EDP 控制目的——1984 年版》。1984 年，重新发布的 SASI-248，

取代原来的 SAS No.3，更加广泛完整地阐述了计算机应用对检查会计报表等方面

的影响。1986 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计算机舞弊与滥用法案。1989 年，美国成立

了 EDP 审计师协会，经过不断发展，EDP 审计业已发展成为美国一个独立的行业。

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AICPA）下属的审计准则委员会（ASB）一直关注 IT 对独

立审计的影响。于 2001 年 4 月发布了第 94 号准则《IT 对 CPA 评价内部控制的影

响》，它对下列三方面问题做出了规范：IT 对企业内部控制的影响；IT 对 CPA 了

解内部控制的影响；IT 对 CPA 评价审计风险的影响。21 世纪以来，接连发生的

世界性财务丑闻轰动整个会计审计界，这不但成为引爆《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

的直接导火索，并且引发了会计审计界对传统审计深刻剖析以及在此基础上针对

传统审计的弊端不断探求新型审计的“革命运动”。《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法

案剑指财务年报信息披露的内控机制，要求企业的 CEO 和 CFO 对财务报告的可靠

性负责，同时加强了对企业内部审计的要求以及对上市公司欺诈行为的刑事惩罚

力度。它的颁行使公司治理责任升级，并直接导致了公司内部审计和风险控制模

式的转变。2006 年，普华永道专家团队作了题为《连续审计昂首前行》的内部审

计行业调查报告，连续审计正在开启内部审计的黄金时代。 

1.2.2 国内研究现状 

我国目前会计信息系统审计工作仍处于探索阶段。我国会计、审计界尝试的

会计信息系统审计和计算机审计软件，大都停留在对被审计单位的电子数据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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