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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范电子式审计证据审计风险的建议

单位内部信息系统，揭示企业经营管

理中的薄弱环节。实现对被审计单位

财务、业务系统的可衡量安全指标进

行跟踪，对异常情况深度挖掘，夯实

对信息系统内部控制的实质管控。通

过对被审计单位信息系统内部控制的

分析，可以实现大数据审计的及时纠

偏和监督优势，提高电子审计数据的

精准性，避免因为被审计单位系统粗

糙从源头影响电子式审计证据的质量。

（二）提升新型专业胜任能力，降

低检查风险

1. 加强审计取证，证据多维整合。

运用大数据技术和云平台收集精度

高、应用性强的审计证据是保证大数

据审计有效实施的关键所在。要将结

构化审计证据与非结构化审计证据相

互关联，通过文本情感分析、语音识

别、图像视频分析等技术提供更多被

审计单位相关信息。例如通过被审计

单位公告、财务报告、会议记录、董事

会决议、合同文书、新闻报道、互联网

媒体信息等，提取计算机可以识别的

文本并进行情感分析 ；采用神经网络

的语言识别功能将会议、访谈的音频

转为可识别文本，通过自动处理识别

存在的舞弊迹象，评估和应对舞弊风

险，为审计意见发表提供支持 ；运用

图像处理技术，从仓库监控视频中识

别存货数量、质量、所有权等信息，助

力传统审计的实地盘点，提升审计工

作效率。

同时，向事前引导和预警、事中

审计与控制延伸，做到全程动态关联

信息技术背景下审计职能从“以

事后监督”为主向“以预测、控制、评

价为主”转变。目前，在信息化审计工

作建设过程中，电子式审计证据的运

用仍存在一定问题。本文主要从控制

风险以及检查风险为切入点，提出了

大数据审计中应对以上风险的相关建

议，以实现大数据审计工作整体规划

和动态控制，增强审计工作的科学性

和合理性，从规模导向的粗放审计向

价值导向的精细化审计转变。

（一）做好内部控制评估，防范控

制风险

审计单位可以提前通过询问、观

察、检查等方式了解被审计单位信息

系统硬件设施配备、软件系统安装的

情况。随后，加强系统流程的穿行测

试，验证系统内部控制逻辑。模拟被

审计单位业务，并且将该业务形成的

数据投入被审计单位信息系统中进行

测试，检验由被审计单位系统形成和

输出的电子式审计证据是否真实有

效。从信息系统流程的内部环境、风

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内部

监督五大要素进行全方位评价。

同时，审计过程中应该重点关注

电子审计证据的增加、修改、删除、归

档、审核等不相容职务授权是否存在

交叉或重叠，信息系统处理电子式审

计证据时不相容职务是否满足分离需

求，避免因“一人多权、一人多职”影

响电子式审计证据的真实与完整。

大数据审计要将系统性、多维性、

动态性结合，并且要有效串联被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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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运用聚类分析、关联分析、比

较分析、整体趋势分析、预测分析等

技术准确把握企业的发展动态，以维

度体系为基础进行审计疑点分析，针

对性地找出风险与问题所在。实现大

数据审计证据逐步向下挖掘分析的目

的，帮助审计人员按需求将海量数据

进行分类管理，并有针对性地跟踪。

大数据背景下，要实现单一审计转向

整合审计、结果导向转为过程导向、

事后评估转为事前预警的目标。

2. 加强关联审计，求证横向联动。

电子式审计证据的取证要打破传统

审计的内部边界，实现多方“联动协

同、互求互证、信息共享”。仅来自于

被审计单位内部信息系统的电子式审

计证据可靠性不足，要发挥互联网平

台、云计算技术特有优势，消除“电子

式审计证据孤岛”现象。若一种电子

式审计证据来源所陈述的事实与多方

来源的陈述相同，则加强了审计证据

的可靠性 ；若基于多方信号源采集的

信息不尽相同，甚至出现相互矛盾或

不相符的情况，就需要对异常情况重

点关注、深度挖掘，夯实大数据环境

下电子式审计证据的实质性管控。同

时，要加强企业内部信息系统与外部

供应商、客户、银行、税务局等信息

系统互通互证，使企业同一业务存在

多向信息流，构建良好的大数据审计

软环境。联动协同可以使多方信息源

互为印证，倍数增长电子式审计证据

的可靠性。

3. 明确审计核心，职责专攻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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