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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 着计算 机 会计 系统（com puterized

 accounting system s）的应用和普及，利用计算机进行审

计的技术和方法也应运而生，并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于

审计实务。本文拟就计算机辅助审计方法及相关问题

作简要的介绍和探讨。

计算机辅助审计方法（com pu ter- assis ted audit

techniques，简称 C A A Ts）是一种审计人员采用的、用

来协助完成某些日常审计工作的计算机技术方法。审

计人员通过它可从帐簿或发票记录中进行随机抽样、

打印确认函、检验计算结果、查找并报告非正常业务事

项等。计算机辅助审计方法的应用，是审计在会计电算

化条件下的必然发展，是 ED P 审计系统的核心组成。

计算机辅助审计方法（C A A Ts）有两类，一类用于

检测数据，即面向数据的方法（data-oriented tech-

niques），另一类用于研究系统控制，即面向系统的方法

（system -oriented techniques）。

面向数据的 C A A Ts 该方法通常依靠一些计算

机程序对被审单位计算机系统中的数据进行筛选、采

集、汇总和加工，以验证这些数据是否准确、完整。对这

类软件至少要求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1.从真正的计算机工作文件中取得统计抽样样

品，保证抽样工作的前后一致性，不让客户有机会制作

和提供修改过的样品给审计人员；2.抽样过程独立于

客户的应用程序，使得客户数据文件中的每一个记录

都有同等的机会被抽到，因为客户的应用程序在报告

和数据抽查方面可能带有缺陷；3. 帮助审计人员恢复

或再生审计线索，这些线索有的可能是不易得到的，有

的可能是已被客户修改过的；4.帮助审计人员为进一

步的审计工作收集数据，如生成肯定的询证函、加总并

交叉核算或者交叉核对相关文件等；5.完成手工条件

下繁琐费时的计算工作，使得象相关分析和趋势分析

一类的计算变得准确、快捷、轻松。

面向数据的方法使用了许多计算机程序，最常见

的有：计算机审计软件包，又称作通用审计软件；系统

实用程序，用来支持对审计应用软件的进一步开发、完

善和操作使用；通用程序，尽管它们不是专为审计而设

计的，但却能被审计所利用。如电子数据表和数据库管

理系统软件等；审计专门化软件，能完成一些专门的审

计工作，如将各种数据文件转化到审计软件的可读形

式下；特种行业审计软件，用在银行或金融机构一类的

行业审计中。

面向系统的 C A A Ts 这个方法主要用于对控制

的测试，运用计算机程序来检验核实客户的计算机内

部控制系统，以确定它是否符合预先的规定以及建立

在系统中的内部控制过程是否合理、恰当。

对面向系统的审计方法的基本要求是：1.能使审

计人员直接检测客户的计算机内部控制系统，而不是

依靠现存的内部控制系统对客户日常操作所得的数据

进行检测；2.能让审计人员检测客户计算机系统内在

逻辑是否合法、有效，且能“穿过”计算机进行审计；3.

能帮助审计人员更好地理解客户的计算机系统，以获

得更准确的有关正确性方面的结论；4.能帮助审计人

员确信正在接受检查的程序即是客户实际的计算机工

作程序，客户没有使用两种不同的程序以应付检查。

面向系统的 C A A Ts 有两类不同的技术，一类是让

测试数据通过计算机来观察计算机如何处理错误条

件，另一类是考察真正在计算机中使用的那些代码是

否能体现恰当的控制和合理的逻辑。与面向数据的审

计 方法不同，面向系统的审计方法不需要检验客户的

真实数据，它使用的是审计人员专门为测试内部控制

而设计的测试数据。

最常用的面向系统的审计方法有：1.测试数据法

（test data m ethod）；2.一体化测试功能（integiated test

 facility，简称 ITF）；3.系统控制审查文件（system con-

teol audi t rev iew file，简称 SC A R F）；4.逻辑分析程序

（logic analysis piogiam s）；5.代码比较程序（code 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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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ison P iogiam s）等。

专业审计人员面临的客户电算化会计系统是多种

多样的，它们属于不同的企业和行业，有的是面向个别

企业专门开发的，有的则是商品化的通用软件。无论是

专门开发的或是通用的，在规范化和标准性方面都存

在着一定的问题。电算化系统的复杂多样，使计算机辅

助审计技术在具体应用时将遇到许多困难。对应用中

的具体问题进行研究，并探讨相应的解决办法，对审计

人员正确使用审计技术、设计恰当的审计软件、提高审

计技术的运用水平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1.数据转换的实现问题

为了实现客户的计算机系统与审计软件的数据共

享，首先要将客户的数据文件转换为 A SC II码文件，再

转换为审计软件可读格式的文件。有些客户的系统设

置了数据接口，从接口处可直接取得 A SC II码文件，数

据转换不存在什么问题。有些系统虽未设专门的数据

接口，但设置了文件备份功能模块，一些主要的数据文

件将通过这一功能备份到磁带、磁盘上。如果系统采用

的是数据库管理系统，则这一类的数据文件可通过数

据库管理系统中的相关命令实现数据转换。然而当数

据不是以数据库形式组织时，实现转换之前必须了解

这些数据的组织结构以及相应的程序语言。审计软件

也可设计一些专门的转换模块。数据转换最困难的是

既不带接口、又没有备份输出的系统。由于一个系统可

以有几百个、甚至上千个的数据文件，要从中找出某些

重要文件不但相当困难，而且非常费时。在这种情况

下，往往要用到许多测试手段。一个系统中通常有三类

数据文件：主文件、辅助文件和临时文件。一般来说，系

统关闭后临时文件将自动删除，主文件会因为系统对

业务的经常处理而不断被更新，因而有别于辅助文件，

系统中的辅助文件通常是在系统开发、首次使用或初

始化时就确定下来的。因此，利用文件的建立日期和最

后一次的修改日期可进行初步的判断。此外，按现代软

件工程的要求，一个系统在设计时通常会采用科学化

的编码体系对数据文件进行命名，因此，掌握文件名称

的编码规律，无疑将加快文件查找工作的速度。

2.测试数据的设计问题

测试数据和一体化测试法是通过数据测试达到对

系统的内部控制进行检验核实的两种测试方法，对控

制进行符合性测试。这种符合性可分解为两个层次，一

是指软件本身技术上的可靠性，即是否符合软件规格

说明。二是指系统处理过程是否能体现处理经济业务

的合规性、合法性和合理性，强调的是一般意义上的审

计。进行第一层意义上的测试可借助许多软件工程的

测试方法，如等价划分、边界值分析、错误推测法、逻辑

覆盖法，以及集成测试法等。一般审计意义上的符合性

测试，则可从合规 合法和合理性三个方面出发来设

计测试数据。当一组测试数据只能完成同一个测试目

的时，测试整组的数据和测试该组中的一个数据将完

全等效。因此，用作测试的数据应具有代表性，争取用

最少的数据，达到最佳的测试效果。

3.平行审计对客户计算机系统干扰的消除问题

我们所讨论的平行审计主要有 ITF 和 SC A R F 两

种，前者对客户系统的干扰主要表现在对数据体系的

影响上，它可能将测试数据混入真实数据产生正式的

报表输出，也可能对真实数据体系造成混乱和损坏；后

者的干扰则表现为对客户系统程序的修改，如嫁接的

审计程序永久性地存在于系统中。

对 ITF 的影响可以采用这样几种解决办法：（1）将

虚拟业务与真实业务从时间上区别开，譬如将虚拟业

务全部归到未来的某个月份、季度或年度上，这样在消

除时只要删除这些月份、季度或年度的数据文件即可。

这一方法适用于那些根据业务时间产生数据文件的系

统。（2）对虚拟业务数据加上一些特殊的标记，在测试

结束时，消除这些带有特殊标记的数据。这一方法对要

进行加总等处理的数据无济于事，而且因加记标记的

困难，使用时常常受到限制。（3）反向调整虚拟业务，即

根据复式簿记原理对原业务数据进行冲销。（4）测试前

将系统的真实数据备份下来，测试结束后消除含测试

数据的文件，并用保存的备份文件将数据恢复。实际运

用中具体采 用哪一种测试方法，取决于被测试系统的

具体情况。

SC A R F 使用的监控程序一类是在系统开发时嵌

入的，对外部审计而言，这一类程序往往是内存驻留程

序，它们对系统进行监督，但不一 定要加载在该系统

中，对这类程序，要求在设计时就考虑到这一点，设置

一个开关，需要的时候可以打开，不需要的时候可以关

闭。另一类程序是审计人员开发的嵌入到系统中的独

立的程序，对这类程序，可设计一个自毁装置，当自毁

条件满足后它将自动消除。

4.使用各种审计方法时保证信息整体性的问题

信息的整体性是指审计人员用不同方法获得的数

据之间能相互转换、传递，并能统一到某些审计文件如

工作底稿中。由于审计人员使用的审计软件中有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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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是自己设计的，有些程序则是他人完成的，包括公共

程序和公用软件，这样，在它们之间也就存在着协调、

共享的问题。对公用软件通常可利用它们本身所带的

转换模块来实现，对程序片断可在程序中就安排相应

的功能。对实在不便转换的，还可利用一些工具软件

（如 PC TO O LS）来实现。

计算机辅助审计方法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它

们适用于不同的审计目标和审计要求，完成不同的审

计工作。不同的方法对审计人员的要求不同，对客户配

合程度的要求也不同。有的方法在使用前要求对客户

的系统有较充分的了解，有的则不然。此外，各种方法

的使用成本不同，对客户计算机系统的影响也不同，在

测试的全面性、客观性等诸多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差

异。因此，为保证审计质量，提高工作效率，使用这些方

法必须和使用手工审计方法一样，以重要性、成本与效

益、系统信息化等基本审计原则为指导，并贯穿审计过

程的始终。

责任编辑  刘志新

社会保障基础知识讲座

第十讲  社会福利

财政部社会保障司

一、社会福利的概念

社会福利是指国家和社会为帮助社会成员改善生

活条件，提高自身素质，以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而

实行的制度、采取的措施和举办的事业的统称。它是在

劳动报酬或基本生活保障之外的给付和服务。

社会福利有着丰富的内涵和广泛的外延，广义的

社会福利包括国家和社会举办的文化、教育事业，城市

居民和职工的住房、医疗，城市和农村社区或企事业单

位举办的各类公益事业。狭义的社会福利主要指国家

和社会为鳏寡孤独、盲聋哑残等社会中的弱者及困难

者提供各种物质帮助和特殊服务。

在我国，目前社会福利制度主要是由民政、劳动和

人事等有关部门负责实施的。它具有较强的福利性、服

务性、政策性，直接体现着社会主 义制度的优越性，关

系到社会的稳定。

二、社会福利的基本内容

社会福利制度的目标比较宽泛，它的内容也比较

庞杂。从一般意义上说，社会福利包括了除社会保险、

社会救助以外的其他所有的社会保障内容。归纳起来，

其基本内容主要是社会津贴、职业福利、社会服务。

（一）社会津贴

社会津贴又称社会补贴，是国家在实行某项政策

或制度时，为了使人民享受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成果，

提高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或为了保证不致因某项政策

措施的实施，导致人们的生活水平下降而采取的 一种

物质帮助方式，如副食补贴、物价补贴等，从而增强人

们对新经济政策出台的经济承受力和心理承受力。

社会津贴的特征是：它作为政策调整的配套措施

出台，带有调整某些利益关系的明确目的，最终会被其

他形式所取代而成为固定收入，因而它具有过渡性；它

是一种经济补偿，即对在经济政策调整过程中有可能

被触及切身利益而导致生活水平下降的一部分人的经

济补偿。社会津贴的发放范围是法定或政策范围内的

全体公民，但由于我国城镇人口所占比例很低，这项社

会福利只是对城镇居民的特殊待遇。

国家财政拨款是社会津贴的唯一来源，国家通过

财政、劳动和民政等部门将用于社会津贴的经费层层

下拨，直接发放到享受对象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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