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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银行开展持续审计包括：商业银行运用内审经验，开

发计算机模型；将之嵌入到持续审计流程管理系统中去；内审

人员按照持续审计任务开展常态化及时审计；定期进行产品

和服务全风险覆盖的内控审计，持续改进计算机模型。

一、商业银行运用内审经验，开发计算机模型

在该步骤主要运用的审计技术是审计重要性水平的测定

（可结合 PPS抽样）和审计分析程序。运用的计算机技术主要

是计算机编程。该步骤依据“持续审计”的定义来确定“相关被

审计事项发生”的情况。下面结合实例进行分析。

1. 重要性模型。设计该模型主要考虑内审人员对于行内

开展的各项业务重要性水平的认定，重要性水平可以设定为

必审项和审计项两类。第一类必审项重要性水平，比如内审人

员认为单笔超过一千万元的集中采购项目为重要且必须要审

计，那么“集中采购子模型”就可以设定一千万元为阈值，对于

单笔集中采购项目标的超过一千万元的，就可以自动筛选出

来，持续审计流程系统将生成“及时审计任务单”，分配任务

后，由内审人员全程跟踪该集中采购项目，最后形成审计报

告。第二类抽样审计项重要性水平，可以结合风险控制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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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探讨商业银行如何运用内控审计经验，开发计算机模型，将之嵌入到持续审计流程管理系统中，使得内控

审计人员按照持续审计任务开展常态化及时审计，定期进行产品、服务全风险覆盖的内控审计，持续改进计算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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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付现成本=EBIT+非付现成本-I= EBIT+折旧+

摊销。净现金流量（税后）=营业收入-付现成本-所得税=净

现金流量（税前）-调整所得税=EBIT+折旧+摊销-EBIT伊T=

净利+折旧+摊销+I伊（1-T）。

（2）利息不计入付现成本（即为非付现成本），调整所得

税=（EBIT-I）伊T。非付现成本=折旧+摊销+I。净现金流量

（税前）=营业收入-付现成本=EBIT+非付现成本-I=EBIT+

折旧+摊销。净现金流量（税后）=营业收入-付现成本-所得

税=净现金流量（税前）-调整所得税= EBIT+折旧+摊销-

（EBIT-I）伊T=净利+折旧+摊销+I（利息）。

（3）利息计入付现成本，调整所得税=EBIT伊T。付现成

本=其他付现成本+I 。非付现成本=折旧+摊销。营业收入-其

他付现成本-非付现成本=EBIT。净现金流量（税前）=营业收

入-付现成本=EBIT+非付现成本-I=EBIT-I+折旧+摊销。净

现金流量（税后）=营业收入-付现成本-所得税=净现金流量

（税前）-调整所得税=EBIT-I+折旧+摊销-EBIT伊T=净利+

折旧+摊销-I伊T。

（4）利息计入付现成本，调整所得税=（EBIT-I）伊T。付现

成本=其他付现成本+I。非付现成本=折旧+摊销。营业收入-

其他付现成本-非付现成本=EBIT。净现金流量（税前）=营业

收入-付现成本=EBIT+非付现成本-I=EBIT-I+折旧+摊销。

净现金流量（税后）=营业收入-付现成本-所得税=净现金流

量（税前）-调整所得税=EBIT-I+折旧+摊销-（EBIT-I）伊T=

净利+折旧+摊销。

注册会计师资格考试教材中使用了类型一和类型二两种

计算方法，分别计算实体现金流量和股权现金流量；中级会计

师资格考试教材 2007 耀 2009 年使用的是类型一计算方法，

2007年前和 2010年开始使用类型二计算方法。注册会计师

资格考试教材认为在企业现金实际流量中，利息既不是流出，

也不能抵减所得税；而在股权流量法下，利息既作为流出，也

要考虑抵减所得税。目前中级会计师资格考试教材使用类型

二的计算方法是因为基于把所有的资金当作自有资金的假

设，所以利息支出不作为现金流出，同时为了能直接利用会计

数据简化计算，所得税与会计计算方法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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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进行设计，设计后由计算机辅助进行 PPS抽样，确定具

体的审计事项。比如“大额个贷重要性模型”的设计：风险控制

要求，同一身份证号的客户发生的所有个人住房贷款、消费贷

款、助业贷款等，单笔或累计超过 50万元的，都需要两个专职

贷款负责人审批，且在设计“大额个贷重要性模型”时可将阈

值设定为 50万元，该模型可以每周、每旬、每月运行一次，具

体运行频次由持续审计计划决定，这样确定的贷款可能有很

多笔，因此，在设计“大额个贷重要性模型”编程时，编入计算

机辅助 PPS抽样相关程序。

2. 审计经验模型。设计该类模型的总体思想是：将银行

的案件、审计发现以及审计经验，转换为数据信息疑点，或者

直接定位差错。例如，疑似假个贷模型———同质子模型的设计主

要是运用Match函数。不同的借款人客户信息相同，如同一楼

盘或汽车经销商，有多个不同借款客户为同一单位；多个客户

的联系电话、个人贷款对账单地址、家庭月收入、本人月收入

相同；同一楼盘或汽车经销商，三笔以上贷款连续拖欠期数相

同；多名借款人是销售商或员工；多笔贷款（不同客户）还款来

源于同一个人账户；多笔贷款（不同客户）发放后转入同一单

位（非房地产公司、汽车经销商）或个人账户。上述都是反常情

况，有可能是假个贷，而上述情况是内审人员审计出假个贷或

者是假个贷案发之后所总结出的假个贷数据特征。该子模型

的设计思路是：比对客户贷款信息，找出不同客户的相同信

息，从而找出高度同质性贷款，即疑似假个贷。

该类模型是分析程序在内审中通过计算机程序运行实

现，分析程序概念不再描述，主要是要找到“反常”数据（疑

点）。分析程序还可以实现差错的直接定位，比如“个人信贷资

金流向投资市场模型”的设计思路：比对客户发放贷款账号与

客户本人及其密切关系人的证券、基金账户，在贷款发放之后

两账户的资金变化情况。该模型是信贷资金流向子模型，通过

该模型，内审人员可以定位差错，比如发现客户 A，发放贷款

后 10日内，将贷款全部转至客户 A名下的证券账户。

二、开发持续审计流程管理系统

笔者认为持续审计流程管理系统应包括以下模块：计算

机模型及管理、任务管理模块、电子审计工作底稿及报告模

块、质量控制复核模块以及系统管理模块。将持续审计流程管

理系统与各业务系统、核心账务处理系统进行对接，审计项目

数据每日日结后，持续审计流程管理系统接收各业务系统、

核心账务处理系统数据，运行计算机模型，生成审计任务，任

务分派后审计人员在电子审计工作底稿及报告模块录入相

关审计证据、审计工作及审计报告，完成审计工作后，电子流

任务交至质量控制系统复核。系统管理模块主要是复杂系统

的维护以及内审人员的权限配置。

以“集中采购子模型”进行说明。计算机模型已开发出持

续审计流程管理系统下的“计算机模型及管理模块”已加载了

该模型，且持续审计流程管理系统与本行的“集中采购管理系

统”已对接，每日接收集中采购管理系统的数据，运行“集中采

购子模型”，发现有无单笔超过一千万元的集中采购项目。该

项目的流程状态是“立项通过”，如果符合，则将相关信息形成

审计任务，内审分派岗位登录该持续审计流程管理系统，在

“任务管理模块”下的“待分派审计项目”中可以看到，并进行

分派；相应的内审人员登录系统在“任务管理模块”下的“待办

审计项目”中看到任务，接受该项任务，就可以在电子审计工

作底稿及报告模块录入相关信息，完成之后按程序提交，任务

将发送至内审质量控制部；质量控制工作人员登录该系统，在

“质量控制复核模块”下的“待复核项目”中看到需复核的任

务，并调阅审计工作底稿和审计报告；质量控制复核完成提交

后，整个内审流程结束。

开发持续审计流程管理系统运用的主要是流程管理理

论，它通过计算机编程来实现审计业务的电子任务流程，其效

果不仅使得内审的效率和质量有显著的提高，而且也方便考

核内审人员的工作效率。

三、内审人员按照持续审计任务开展常态化及时审计

在这个环节，内审人员登录持续审计流程管理系统，在任

务管理模块下的“侍办审计项目”中看到任务及其生成过程。

与传统内审不同的是，持续审计可以实现常规化及时跟踪审

计。如果商业银行将柜面会计凭证、个人贷款档案、公司类贷

款档案等会计凭证及资料电子化，形成电子档案数据库，内审

人员就可以做到足不出户进行审计。“待办审计项目”接受任

务后，持续审计流程管理系统赋予内审人员临时权限，临时权

限用于远程登录电子档案数据库，获取相关的资料。内审人员

进行事后审计时，除非认为必须去业务经办所在地实地查证，

否则可以不下现场，从而可提高审计效率。纸质资料电子化主

要是扫描等影像技术的运用、计算机辅助开发程序支持数据

库的建设以及查询等功能的实现。

四、定期进行产品和服务全风险覆盖的内控审计，持续改

进计算机模型

关于内控审计的相关概念和审计方法本文不论述，在这

个环节主要探讨的是，商业银行应该每年至少进行一次产品

和服务全风险覆盖的内控审计。业务品种在变化、商业银行外

部环境也在不停地变化，这些使得商业银行的风险也在不断

变化之中，加之舞弊的手法会越来越多，越来越隐蔽，因此，审

计工作要认真进行归纳、总结，不断改进审计技术和方法，改

进计算机模型，从而建立新的计算机模型。

以上是笔者关于计算机辅助商业银行持续审计的构想，

结合该构想，笔者在此给出商业银行持续审计的概念：商业银

行运用内审经验，开发出计算机模型，运用该模型确定相关被

审计事项是否发生；在相关被审计事项发生的同时或发生后

不久，由独立审计人员提供系列审计工作报告，并就被审计事

项提供书面保证的一种过程和方法。持续审计工作依托流程

管理系统进行相应的流程管理。困于笔者知识所限，本文仅根

据实际体会提出一个构想，至于计算机编程能否实现本文构

想，以及需要解决编程哪些难点，本文不再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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