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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持续审计 (Con tinuous A udit ing, CA )是目前计算机辅助审计领域中的一个研究前沿问题. 本文对CA 的研究进行了分

析、比较和展望. 首先分析了CA 的内涵. 然后, 对CA 的相关研究进行了分类: (1)技术实现方法, 分成嵌入式和分离式两种; (2)

理论分析; (3)应用于CA 的关键技术, 并根据该分类对CA 的研究分别进行了分析. 最后, 总结了本文的工作, 并对将来CA 的研

究做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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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 tinuous A udit ing (CA ) is an act ive research dom ain in compu ter2assisted audit field. T he study of CA is su rveyed

in th is paper. F irst ly, the concep t of CA is analyzed. T hen, the research con ten ts of CA are classified: (1) R esearch from the

view of techn ique realizat ion m ethods, w h ich is classified in to em bedded mode and separate mode. (2) R esearch from the view

of theo ry. (3) R esearch on key techn iques of CA. A nd the CA is analyzed and compared based on th is classifying. F inally, the

w o rk of th is paper is summ arized, and the fu tu re research top ics rela ted to CA are also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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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审计对象的信息化使得计算机辅助审计成为必然. 从早

期针对电子数据处理系统 (E lectron ic D ata P rocessing,

ED P) [1 ]的审计, 到目前针对计算机信息系统和电子数据的审

计, 计算机辅助审计技术已被研究了几十年 [226 ]. 随着信息技

术的发展, 信息技术在审计中的应用情况也在不断的变化. 信

息技术的发展将使得计算机辅助审计向持续、动态、实时的方

向发展. 文献[7 ]把信息技术在审计中的应用分成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 主要使用一些标准应用软件; 第二阶段, 使用一些

外部数据库、电子邮件、图形等; 第三阶段, 使用一些审计数据

库、审计软件; 第四阶段, 开始使用专家系统、决策支持系统和

用于持续审计的特殊软件; 第五阶段, 把一些先进方法, 如人

工神经网络 (A rt ificia l N eu ral N etw o rk s, ANN s)、模糊逻辑

(fuzzy logic)、遗传算法 (genetic algo rithm s) 等应用于审计软

件之中, 这些软件可以用来完成对被审计系统的持续监控. 由

此可见, 持续审计 (Con tinuous audit ing, CA ) 是计算机辅助审

计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 一些相关文献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

点.

尽管持续审计的思想已有多年[8212 ], 但近年信息技术的

发展才使持续审计变得可行[9, 13 ]. 在过去的十几年里, 持续审

计得到学术界, 审计人员, 以及软件开发人员的关注, 美国新

泽西州立大学R utgers 分校还成立了持续审计研究中心[14 ],

并每年召开国际持续审计年会, 这使得持续审计的研究得到

很大的发展. 为了能系统、清晰地认识持续审计, 从而为实施

持续审计提供技术和理论上的支持, 本文对持续审计的研究

进行分析比较. 为了方便起见, 在不引起混淆的情况下, 后文

中, 作者直接用CA 来表示持续审计.

2　CA 的内涵及研究内容分类

为了便于理解CA , 首先来看一下不同文献对CA 的理解.

根据C ICA öA ICPA 的研究报告, CA 是指: 能使独立审计师通

过使用在委托项目出现相关事件的同时或短时间内生成

的一系列审计报告, 来对委托项目提供书面鉴证的一种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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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15 ]. 这一定义强调了CA 是用于独立审计的一种方法. 文

献 [13 ]认为: CA 是能在相关事件发生的同时, 或之后很短的

时间内就能产生审计结果的一种审计类型. 根据这一定义, 该

文献认为把CA 称为实时审计更为合适. 此外, 该文献还认为

要实现CA , 需要一个在线的计算机系统把审计部门和被审计

部门连接起来, 所以, 把CA 称为持续在线审计 (Con tinuous

O n line A udit ing, COA ). 文献 [ 16 ]对信息化环境下非现场审

计的实现方法进行了研究, 这种形式的非现场审计其实也是

CA 的一种方式.

一 些 文 献 使 用 持 续 监 控 (Con tinuous M on ito ring,

CM ) [17220 ]来表示持续审计, 文献 [ 21 ]认为持续监控是指对通

过ED P 系统的数据进行持续监控和分析的过程; 另一些文献

使用持续鉴证 (Con tinuous A ssu rance, CA ) [22224 ]来表示持续

审计, 文献[22 ]分析了持续审计和持续鉴证的区别.

随着信息化程度的提高以及计算机网络的广泛使用, 目

前正在开展的所谓的联网审计也是CA 的一种方式. 中国国

家审计署科研所的王刚认为, 联网审计是指审计机关与被审

计单位进行网络互连后, 在对被审计单位财政财务管理相关

信息系统进行测评和高效率的数据采集与分析的基础上, 对

被审计单位财政财务收支的真实、合法、效益进行实时、远程

检查监督的行为, 是一种“全新的审计理念与审计模式”[25 ].

在 2004 年召开的第二届计算机审计国际研讨会上, 来自多个

多家和地区的专家就对联网审计的研究与应用进行了交

流[26 ]. 印度总审计署认为, 联网审计是一项技术, 它可以在系

统处理数据的同时, 或者在处理结束后马上收集审计证据; 香

港特别行政区审计署认为联网审计就是在局域网环境下, 以

审计为目的的信息技术应用; 波兰最高监察院认为联网审计

的工作内容主要包括通过互联网实现访问被审计单位的公共

数据库, 并分析电子格式的文件、声明和解释.

图 1　持续审计相关研究的分类

F ig. 1　T he catego ry of con tinuous audit ing research

总的来说, 实施CA 的目的都是为了实现对被审计单位

的持续监控, 但不同时期, 不同技术条件下, CA 的实现原理

是有区别的. 文献[ 27 ]把CA 的实现方法分成两类: 一类是单

机系统模式, 该方法是从被审计系统中抽取数据, 和标准数据

模式进行比较, 并报告异常, 从而达到持续地监控被审计系统

的目的. 这类模式的特点是它有自己的操作系统, 自己的数据

库, 以及自己的审计软件, 它能有效地和被审计系统进行连

接, 以抽取被审计系统中的数据. 另一类是子系统或模块模

式, 它们必须被嵌入到被审计系统中去.

为了使我们对CA 的研究能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根据现

有文献对CA 的研究, 本文把关于CA 的研究情况总结分类成

如图 1 所示. 概括来说, 关于CA 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技术实现

方法、理论分析和关键技术的研究上. 对于技术实现方法, 根

据实现技术的不同, 又可以分成嵌入式和分离式两种, 其中,

分离式CA 是目前研究的主流. 根据CA 系统的灵活性情况,

分离式CA 又可分成专用模式和通用模式, 专用模式是针对

某一特定系统而设计的CA 实现方法, 而通用模式是为了使

设计的CA 方法具有一定的通用性, 其采用的方法包括: 基于

XM L 的, 基于CORBA 的等. 在后文中, 我们将按这一分类对

CA 的研究情况进行分析.

3　CA 的技术实现方法研究

技术实现方法的研究一直是CA 研究的重点. 随着信息

技术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CA 实现方法被提出. 本节根据图 1

的分类, 对这方面的主要研究情况进行分析.

3. 1　嵌入式CA

所谓嵌入式CA , 是指为了完成对被审计系统的持续监

控, 在被审计系统中嵌入相应的程序模块 (触发器、智能代理

等) , 通过该程序模块不断地对被审计系统中的数据进行检

测, 从而完成持续监控. 这种方式的典型代表就是嵌入审计模

块技术 (Em bedded A uditM odu le, EAM ) [28 ]. 文献[29 ]以使用

关系数据库管理系统的会计系统为例, 研究了一种采用 EAM

的CA 实现方法, 并分析了该方法的优缺点. 文献[18 ]对EAM

在审计中的应用做了进一步的研究. 文献[30 ]则研究了 EAM

在ER P (En terp rise R esou rce P lann ing, 企业资源计划)系统环

境下的应用情况.

文献 [ 8 ]提出了一种称为C IS (Con tinuous and In term it2
ten t Sim u lat ion) 的在线审计方法, 该方法基于平行模拟 (Par2
allel Sim u lat ion) [28 ]技术的原理, 并针对其不足, 采用模拟器

持续或间歇地审查被审计系统的电子数据, 从而可以根据需

要完成对被审计系统的持续监控.

图 2　基于传感器和数字代理的持续审计方法

F ig. 2　Con tinuous audit ing m ethod based

on senso rs and digita l agen ts

传感器 (Senso rs) 和数字代理 (D igita l A gen ts) 也是实现

嵌入式CA 的一种方法. 文献 [ 31 ]给出了一种采用传感器和

数字代理来实现的嵌入式CA 框架, 其原理如图 2 所示. 这种

方法是在被审计系统中放置传感器和数字代理, 并在传感器

和数字代理中定义相应的规则, 被审计系统中的数据和传感

器、数字代理中定义的相应规则的任何差异将会通过 Em ail

传给审计人员, 审计人员再根据该信息采取相应的措施. 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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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也对使用数字代理和传感器实现的CA 进行了分析.

3. 2　分离式CA

所谓分离式CA , 是指为了完成对被审计系统的持续监

控, 在被审计系统外设置相应的程序模块, 通过该程序模块不

断地采集被审计系统中的数据, 并把这些采集来的数据传输

到审计单位中去, 供审计人员进行分析, 从而完成对被审计系

统的持续监控. 这种类型和嵌入式不同, 其审计系统是审计单

位独立开发和拥有的, 与被审计单位没有任何关系. 分离式

CA 是目前CA 研究的主流. 常见的这类研究分析如下.

图 3　CPA S 的工作原理

F ig. 3　T he p rincip le of CPA S

文献[10 ]提出了持续过程审计方法 (Con tinuous P rocess

A udit M ethodo logy, CPAM )的概念, 并描述了一个A T &T 贝

尔实验室开发的用来处理大型无纸数据库系统的持续过程审

计系统—CPA S (Con tinuous P rocess A udit ing System ) , 它的

设计主要适合于内部审计, 其原理如图 3 所示. CPA S 是通过

设计一个和被审计系统相独立的CA 系统来实现的, 它有自

己的工作平台、操作系统、数据库, 以及其它应用软件, 这使得

审计系统和被审计系统之间的冲突减至最小.

图 4　一种基于W EB 服务器的持续审计框架

F ig. 4　O ne con tinuous audit ing fram ew o rk

based on W EB server

In ternet 技术和W eb 应用技术也被应用于CA 之中, 文献

[21 ]研究了一种基于W EB 服务器的CA 框架, 该框架的主要

组成部分包括: 互连的W EB 服务器、持续审计协议、可靠和安

全的系统、实时更新的报告, 其原理如图 4 所示. 文献 [ 32 ]也

对该框架进行了分析.

文献[ 33 ]提出了一种建立持续审计能力的方法, 在技术

上, 提出了采用审计数据仓库和数据集市来存储和处理下载

的被审计数据, 其原理如图 5 所示.

目前, 我国正在研究实施的联网审计也是分离式CA 的

一种方式, 其原理如图 6 所示[6, 34, 35 ]. 从图 6 可以看出, 联网审

计在技术实现上主要分成 4 个部分:

(1) 数据采集. 要实现联网审计, 必须研究如何采集被审

计单位的电子数据. 目前, 联网审计数据采集的实现是通过在

被审计单位数据库服务器端放置一台称之为“数据采集前置

机”的服务器, 通过在“数据采集前置机”上安装数据采集软

件, 从而完成联网审计的数据采集工作;

(2)数据传输. 把通过前置机采集来的数据传输到审计单

位中去, 以供审计分析使用;

(3) 数据存储. 对于采集到的电子数据, 需要采取一定的

方式来存储, 文献[36 ]就对此进行了研究;

(4)数据处理. 这一阶段主要是对采集来的电子数据进行

分析处理, 从而发现审计线索.

图 5　一种基于数据仓库的持续审计方法

F ig. 5　O ne con tinuous audit ing m ethod

based on data w arehouse

文献[ 17 ]研究了一种基于拦截器的持续审计方法. 拦截

器是环绕在被审计系统周围的一个装置, 它能截取流入流出

被审计系统的信息, 然后自动把数据加载到监控工具中, 再对

这些数据进行分析. 该方法的优点是: 设置拦截器时不用修改

被审计系统, 从而能有效地克服嵌入式CA 的不足.

图 6　中国联网审计方法的原理

F ig. 6　T he p rincip le of on line audit ing used in Ch ina

由以上分析可知, 以上这几种分离式CA 的数据采集接

口可移植性差, 不具有通用性, 为了使设计的CA 在实现技术

上具有一定的通用性, 一些文献对通用模式的CA 实现方法

进行了研究.

针对基于XM L (Ex tensib le M arkup L anguage) 的会计信

息系统, 文献[37 ]研究了一种持续审计W EB 服务模型, 称为

CAW S (Con tinuous A udit ing W eb Services) , CAW S 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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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将来建立在XM L 基础上的会计信息系统. 由于XM L 现

在仍然是一种较新的技术, CAW S 的应用仍然是有限的, 尽

管我国已经制定了基于XM L 数据格式[38 ]的会计软件数据接

口标准.

图 7　一种基于XM L 和CORBA 的通用持续审计框架

F ig. 7　O ne un iversal con tinuous audit ing

fram ew o rk based on XM L and CORBA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文献[ 27 ]提出了一种面向财务的

持续审计框架, 其原理如图 7 所示. 该持续审计框架具有一定

的通用性, 它既适用于基于XM L 的系统, 又适合于非基于

XM L 的系统. 该框架采用 SOA P (Simp le O b ject A ccess P ro2
toco l, 简单对象访问协议) 和 CORBA (Common O bject R e2
quest B roker A rch itectu re, 公用对象请求代理程序体系结构)

技术, 针对使用XM L 数据的被审计系统, 采用 SOA P 方式在

审计系统和被审计系统之间进行数据的传输. 针对不使用

XM L 数据的被审计系统, 采用CORBA 来解决不同应用系统

中复杂的数据结构问题, 从而保证能抽取不同应用程序和不

同数据格式的数据. 另外, 该文献还提出了持续审计周期的概

念, 从而帮助解决持续审计频率的相关问题. 不足的是, 该文

献仅从理论上进行了探讨, 具体的技术结节仍没有进行详细

的分析.

3. 3　两种实现方法的比较

以上我们对嵌入式和分离式这两种CA 的实现方法进行

了分析. 由分析可知, 这两种方法的区别是: 分离式CA 是和

被审计系统分离的, 对被审计系统的影响较小, 而嵌入式CA

必须和被审计系统集成在一起, 这就会带来很多问题, 比如:

(1)由于嵌入审计模块不具有通用性, 为一个被审计系统

开发的嵌入审计模块不能容易地使用到其它被审计系统中

去. 如果被审计系统发生了变更, 嵌入审计模块也需要随之修

改. 这种方式对于内部审计比较适合.

(2) 由于目前多数软件系统没有提供设计嵌入审计模块

的功能, 所以嵌入式CA 的实施是比较困难的[30 ]. 另外, 为了

保证嵌入审计模块的准确、可靠和完整, 开发一个嵌入审计模

块需要经过大量的测试, 对于独立审计来说, 这在经济上也是

不可行的. 对于社会审计来说, 这更不可行.

(3)嵌入审计模块会占用被审计系统的资源, 特别是当执

行复杂的且含有大量触发器的嵌入审计模块时, 会降低系统

的运行性能[19, 20 ].

(4)如果嵌入审计模块的设计不合理, 会导致产生大量包

含异常信息的EM A IL , 这会对审计单位和被审计单位造成一

定的影响.

(5) 嵌入审计模块会对数据库和应用系统的安全和控制

在技术和管理上产生挑战[29 ].

所以, 分离式CA 是目前研究的主流. 但相对于分离式CA

来说, 嵌入式CA 在实现技术上比较简单, 且比较灵活, 适用

一些中小型被审计单位, 而分离式CA 设计和实施成本相对

较高, 它对一些经常接受审计的、重要的被审计单位比较适

合.

4　CA 的相关理论研究

除了以上这些从技术实现的角度对CA 进行研究的文献

之外, 一些文献也分别从理论的角度对CA 进行了研究, 主要

研究情况分析如下.

对于嵌入式CA , 文献[18 ]认为采用嵌入式审计技术来在

线监控被审计系统时, 会在独立审计和在线监控之间产生冲

突, 于是提出了一种应用法律管理框架 ( law 2govern arch itec2
tu re)的概念来解决这种冲突的方法. 一些文献也针对ER P 系

统环境下采用 EAM 实现的持续审计情况进行了分析研究.

文献 [ 22 ]的研究表明: 现在的 ER P 系统既不包括任何 EAM

功能, 也不提供任何现实的持续审计能力; 文献 [ 30 ]研究了

EAM 在ER P 系统中的应用情况, 研究表明: 目前ER P 系统对

EAM 的支持不够, 这在实施对 ER P 系统的持续监控时会造

成很大的障碍, 另外, 采用 ER P 系统提供的工具来实施嵌入

式CA 时需要审计人员具有较高的技术水平.

一些文献对CA 的可行性以及实施问题进行了研究. 文

献 [ 23, 39 ]认为 XBRL (eX tensib le Business R epo rt ing L an2
guage, 可扩展商务报告语言)将使得在线、实时地准备、发布、

检查和抽取财务信息成为可能, 这为CA 提供了机会. 文献

[13 ]从技术和经济两个方面分析了COA 的可行性, 以及影响

COA 使用的因素等. 文献[32 ]分析了CA 相对于传统审计的

优点, 以及实施CA 面临的障碍. 文献[ 31 ]分析了目前CA 所

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它认为目前实施CA 所面临的主要挑战

包括:

(1) 实施CA 面临一些障碍. 该文献认为除了技术方面的

因素外, CA 的实施面临两大障碍:

①被审计单位的接受. 因为一方面, 多数被审计单位已习

惯了传统的审计方式, 另一方面, CA 需要直接连接被审计系

统, 这需要审计单位和被审计单位之间必须有高度的信任和

许诺, 这两个方面会影响被审计单位对CA 的接受;

②审计人员的培训. 只有通过培训, 才能使审计人员胜任

CA 的实施和维护工作.

(2)CA 鉴证服务的时间选择问题.

(3)缺少文件保护和数据安全标准. 文献[31 ]认为目前实

施CA 所面临的主要机遇包括:

①传统的审计模式具有 7 种审计浪费, 即: 过度审计、等

待、时间延迟、审计过程自身的无效率、审计过程的不连续、过

多的审阅过程、误差, 而实施CA 能有效消除这7种审计浪费.

②实施CA 可以节省审计单位的人力和物力, 从而可使

审计单位把这些资源投入到其它工作中去. 文献 [ 40 ]根据对

8571 　　　　　　　　　 小　型　微　型　计　算　机　系　统 　　　　　　　2008 年

©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国际四大会计公司的调查, 分析了CA 目前的现状、以及实施

CA 需要克服的障碍. 该文献认为: 在过去, 对CA 的研究主要

集中在实现技术上, 而现在, 对CA 的研究已不是能否实现的

问题, 而是什么时候来实施CA , 这取决于外界对CA 的需求.

该文献还认为CA 的发展应遵循以下几个阶段: 在初始阶段,

CA 技术将被用来减少年终审计的工作量; 在第二阶段, CA

技术将帮助完成每季度的审计; 在CA 发展的最后阶段, 审计

的频率将继续增加, 直到能持续、实时的产生审计报告. 文献

[22 ]也认为需要是促使CA 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

文献 [ 41 ]认为电子化的商务报告将为CA 提供市场. 文

献[42 ]则根据中国开展联网审计的特点, 从成本和效益的视

角研究了联网审计的可行性.

文献[ 24 ]认为当审计人员和被审计单位串通在一起时,

CA 将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 为解决这一问题, 该文献提出采

用“黑箱日志文件”(b lack box log file) 来记录审计的过程, 该

“黑箱日志文件”是只读的, 供第三方来监控审计人员的活动.

5　应用于CA 的关键技术研究

针对CA 的特点, 一些文献对适用于CA 的一些关键技术

进行了研究. 文献 [ 43 ]在文献 [ 21 ]所提出的CA 框架的基础

上, 研究了人工神经网络在CA 中的应用, 该文献主要是研究

如何把人工神经网络技术作为审计分析性复核工具来解决持

续审计过程中审计数据的分析处理问题. 文献 [ 44 ]探讨了一

些用于审计数据处理的新方法, 这些方法可以用来解决CA

的数据分析处理问题. 文献[ 45 ]针对CA 的特点, 研究了连续

性方程 (Con tinu ity equation, CE) 在CA 中的应用. 该方法提

出了两种 CE 模型: 联立方程模型 (Sim u ltaneous Equation

M odel)和多变量时间数列 (M ult ivaria te T im e SeriesM odel) ,

并以一个保健管理公司提供的供应链采购周期的数据来验证

了这两个模型. 另外, 一些文献 [ 23, 39, 46 ]研究了XBRL 技

术, XBRL 为审计端和被审计端之间数据的实时交换提供了

方便, 并使CA 的数据采集模块具有一定的通用性, 从而为实

施CA 提供了方便.

以上这些技术的研究对实施CA 提供了技术上的支持.

6　总结与展望

CA 是信息化环境下审计模式的发展方向, 信息技术的

发展使得CA 的实现成为可能. 尽管CA 不会完全替代传统的

审计模式, 随着CA 研究的进展, 必将对传统的审计模式产生

巨大的冲击. 总的来说, 实施CA 对于提高审计工作效率、降

低审计工作成本、扩大审计工作范围、提高审计工作质量、实

现审计工作的规范化、系统化和科学化具有重要作用. 但另一

方面, 虽然目前CA 已有初步的应用, 但很多相关的问题仍有

待我们的进一步研究, 比如:

(1)研究适合不同环境下的CA 实现方法. 现有的CA 实

现方法有多种, 研究不同的环境下如何选择最佳的实现方法

是一项重要的任务. 特别是针对我国的特色, 以及审计环境的

复杂性, 研究面向不同环境的CA 实现方法.

(2)对适用于CA 的关键技术进行研究, 比如研究适合CA

的更有效的审计数据分析处理技术.

(3)研究如何使现有的CA 实现方法更具有通用性和可

移植性. 比如, 对于分离式CA , 研究如何设计通用的数据采集

接口 (如基于XBRL ) , 或可重构的数据采集系统, 从而使其具

有一定的通用性.

( 4) 研究针对特定行业的 CA 实现方法. 比如, 现在的

ER P 系统既不包括任何 EAM 功能, 也不提供任何现实的持

续审计能力[22 ] , 研究面向ER P 系统的CA 方法则具有一定的

理论和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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