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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式审计模式下的数据处理策略

数据式审计模式是目前主流的审计模式。数据式审计的

基本审计过程分为两部分：一是数据处理，即将采集到的原始

数据处理为审计中间表；二是数据分析，即基于中间表进行审

计分析并得出审计结论。在数据式审计模式下，数据处理是整

个审计过程的基础。如何有效配置数据处理活动，以最小的处

理工作量满足审计分析需要，这就是本文讨论的主题———审

计数据处理策略。

一、制定审计数据处理策略的基本目标

1. 确定合适的处理范围。被审计单位的电子数据纷繁复

杂，涉及财务、业务和管理等各个方面，数据具有一至数年的

时间跨度。审计时并不是对时间跨度内的全部数据进行分析，

而只是分析与审计事项相关的部分数据。因此，首先需要确定

处理范围、明确数据时间跨度。

2. 确定处理内容。被审计单位的原始数据是根据软件开

发需要设计与存储的，存在大量以代码方式表示的内容，关联

数据也大多分散在几个数据表中存储，很难直接使用，需要将

其进行码表替换、关联内容合并和数据抽取等处理，转换为审

计分析人员便于理解、方便使用的样式。

3. 确定理想的处理时机。审计分析是分步骤、分阶段进

行的，同样数据处理也是阶段性的，并不是在审计项目一开始

实施就需要全部处理好的数据。因此，最后还需要确定数据的

处理时机，明确什么时候对哪些数据开始进行处理，什么时候

将处理结果提交审计分析人员，据此合理安排处理步骤。

二、影响审计数据处理策略的因素

1. 审计目标和事项的明确程度。审计目标和事项的明确

程度是指在进行数据处理时审计的目标和具体的审计事项是

否已经明确，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数据处理。当审计目标和

事项非常明确时，只进行一次处理即可；但当目标和事项模糊

时，数据处理范围和处理内容也是不明确的，需要进行重复性

的数据处理，容易造成时间的延误。

2. 审计分析人员的技术水平和对被审计行业的了解程

度。当审计分析人员具有较高的计算机技术水平时数据处理

可以较为粗略，否则需要进行精细处理；当审计分析人员对被

审计行业具有深刻了解时数据处理的目标会比较明确，否则

会因为数据处理目标的模糊而加大返工的可能性。

3. 数据需求的紧急程度。数据需求的紧急程度是指审计

分析人员对等待数据所能够容忍的最长时间限度。由于审计

是分步骤、分阶段实施的，因此对数据需求的紧急程度也是不

同的，当某项数据为紧急需要时应当优先处理和提供，否则可

以推后处理。

三、常见的审计数据处理策略

1. 不作为策略。不作为策略是对原始数据不进行任何处

理或仅进行少量处理，直接提交审计分析人员进行分析的一

种策略。不作为策略一般适用于两种情况：一是审计分析人员

对被审计行业和被审计单位电子数据的结构、内容非常熟悉，

可以直接基于原始数据展开分析；二是由于数据需求过于紧

急，先提交原始数据供审计分析人员进行预分析，待数据处理

完成后再向审计分析人员提交正式数据。

2. 前置策略。前置策略是将全部处理措施置于数据分析

之前的一种策略，即在取得原始数据后，对全部数据按照分析

需要进行处理，然后一次提交所有处理结果。由于前置策略需

要在提交数据前完成所有处理工作，因此处理时间较长，只适

用于审计范围和目标非常明确、数据需求不紧急的情况。但不

少审计项目的目标开始时比较模糊，随着审计的深入实施，才

逐渐明确，对这种审计项目采取前置策略具有很高的返工可

能性，因而它在审计实务中较少使用。

3. 触发策略。触发策略是根据数据分析需求触发的一种

策略，即在审计开始时不进行任何处理，而是在审计过程中根

据分析人员针对具体审计事项提出的数据需求，对该审计事

项的相关数据进行处理。触发策略将数据处理与数据分析结

合起来，具有随时需要、随时提出、随时处理和随时提交的特

点，一般只进行一次处理即可达到目的，很少出现返工的情

况。触发策略适用于审计范围和目标不明确、数据需求紧急程

度较高的情况，在审计实务中比较常见。但当多个审计事项对

数据具有相同或相似需求时，每次都需要进行相同内容的处

理，因此触发策略存在重复性工作的缺点。

4. 组合策略。组合策略是将前置策略和触发策略有机融

合的一种策略，在审计实施前先对数据进行初步处理，在审计

过程中根据需求触发对每个审计事项相关的数据进行深入处

理。组合策略吸收了前置策略结构清晰、触发策略灵活性高的

优点，同时也避免了前置策略返工可能性高、触发策略具有重

复性的缺点，能够比较有效地解决返工和延误等问题。组合策

略是一种适用范围较广、比较灵活的处理策略，适用于审计范

围和目标不明确、数据需求紧急程度较高但可以分阶段提交

的情况，它充分考虑了适合审计项目的目标渐进明确性特点，

因此在审计实务中被广泛使用。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