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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大部分开设审计、会计、信息管理、计算机等相关

专业的高等院校都开设了计算机辅助审计课程。然而，计算

机辅助审计是一门应用性非常强的课程，纯理论课教学解决

不了动手能力问题，也无法培养出应用型的高级人才，因此

必须加强实验教学。为此，笔者在所授《电算化会计与审计》

课程的实验教学中，设计了将财务软件生成的财务数据转换

为审计软件需要的审计数据的过程，并取得了较好的实验效

果。具体可参考笔者 2012年在《财会月刊》第 3期上发表的文

章《高校电算化会计与电算化审计实验教学的对接》。在此基

础上，本文进一步开展审计分析工作，对之前已建立的审计

项目“中山工厂财务收支审计”（相关实验数据源自笔者教学

采用的清华大学出版社的《会计电算化系统应用操作（第 3

版）》）从常用的图形分析、往来分析、汇总分析、负值分析、科

目比照分析等五个方面进行了审计分析实验教学设计（建议

2个实验学时）审计分析功能在审易V3.0学习版中的位置如

图1所示。

一、图形分析

主要功能：根据会计科目某段期间的期末余额或月发生

额数据，做出饼图、曲线图或柱型图，形成比较直观的结果，

方便审计人员清楚明了地发现审计问题。

操作说明：中山工厂仅有一个月的财务数据，为便于比

较，此处以审易V3.0学习版自带的审计项目“abc”为例（起止

时间199801 ~ 199812），图形分析窗口如图2所示。

1. 选取审计人员要审计的科目，比如选取“10201 银行存

款——工行（人民币户）”科目。

2. 点击左上角的“生成分析数据”按钮，确定分析数据发

生的时间后关闭该窗口。随后选择的“起始时间”和“终止时

间”必须是在此范围内。此处选择起始时间为“199801”，终止

时间为“199812”。

3. 在“数据范围”中选择“期末余额”（也可选“月发生额”）。

4. 在“图形类型”中选择“饼图”、“曲线”或者“柱型”，此

处选择“曲线”。

5. 点击右上角的“生成图形”按钮，结果见图3。

我们可以看到在审计年度内账户“银行存款——工行

（人民币户）”期末余额的变化趋势，从而发现审计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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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利用审易V3.0学习版软件，在前期将电算化会计实验所得到的财务数据转换成审计数据基础，进一步开展审

计分析工作，从图形分析、往来分析、汇总分析、负值分析、科目比照分析等五个方面进行了实验教学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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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往来分析

主要功能：根据对被审单位往来账的分析形成账龄以及

各金额所占的比重，从而对被审计单位的往来客户以及可能

生成坏账的情况一目了然。

操作说明：以审计项目“中山工厂财务收支审计”为例，

往来分析窗口如图4所示。

1.“汇总列示条件”窗口有四个选项，即根据被审单位数

据的哪些字段进行汇总。此处选择“科目代码”，则执行结果

的第一列以往来科目的“科目代码”列示。

2.“起始年月”和“终止年月”可以根据需要进行调整。因

为中山工厂仅有一个月的财务数据，此处默认中山工厂的起

始年月和终止年月均为“201105”。

3. 点击“调整显示”，审计人员可以根据需要，将执行结

果中不需要显示的字段去掉，方便观察。

4. 冻结：通过上下调整，选择要冻结的列，方便观察。

5.“非零”的意思是，对于是“０”的数值字段，点中选框

后，软件将自动对其不作显示。

三、汇总分析

主要功能：对符合条件的项目进行归类分析，如凭证日

期、凭证编号、凭证类型、借方金额、贷方金额等，分析时可按

某一字段进行汇总和排序。

操作说明：

以查看会计期间（2011年 5月）某一天（假定为 31日）的

凭证及其明细（按照填制凭证日期进行分组查询）为例，以借

方金额为汇总项目和排序项目。要求显示的字段有摘要、科

目编号、借方金额、凭证日期。汇总分析窗口如图5所示。

1. 点击“第一步：生成汇总项目”，如图5所示。在“选取数

据库”处选择凭证库，在“选取主项目字段”处选择“凭证日

期”，点击“生成项目”按钮，这时则按日期在“待筛选项目列

式”处生成了本月的日期项目，在“筛选条件”处选择“等于”，

在空白处输入具体时间，如“20110531”，再点击“执行”钮，则

按日期生成了项目列式均为2011年5月31日，到这里就做完

了第一步。

2. 点击“第二步：设置报告条件”，如图 6所示。可以看到

在“字段”显示处显示关于凭证库的全部字段，将所需字段

（凭证日期、借方金额、摘要、科目编号）拖拽至“报告字段”

处。“报告条件”处的“字段”、“条件”、“值”已存在，不需另外

设置。图 4

图 3

图 5

图 6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财会月刊□
3. 点击“第三步：生成报告”，如图7所示。选中“明细”，并

点击“生成报告”按钮下方的日期“20110531”。这时就可以按

照明细账查看到该日的凭证了，显示的字段内容为上一步选

择的凭证日期、借方金额、摘要、科目编号等报告字段。

四、负值分析

主要功能：负值一般是审计人员比较注意的审计内容，这

个功能主要是将负值的内容列示，并通过统计分析及一些条

件的设定，看这些负值是否违反了会计原理，是否有不规范操

作，其中的比重也可以让审计人员很清楚地看到负值数值所

占的比重，其中的大额应作为特别关注的对象。负值分析窗口

如图8所示。

操作说明：

1.“起止日期”说明这次查询的日期范围，也可以根据审

计人员关注的范围进行调节。中山工厂的财务数据为期一个

月，此处的起止日期为“20110501 ~ 20110531”。

2. 科目的选择：选择审计人员关注的科目，默认为所有

科目。

3. 中间的显示字段可根据需要进行操作。比如显示借方

发生额、贷方发生额等。

4. 金额范围的界定：输入敏感金额范围，还可以选择借

方或者贷方。此处选择默认的金额范围。

5. 点击右侧的“统计分析”按钮后，得到以下结果，如图9

所示。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各个负值所占的比重。

五、科目比照分析

主要功能：分析所注重科目的比重。

操作说明：以“中山工厂财务收支审计”项目为例。比如分

子科目为原材料，分母科目为“库存商品——B产品”，规定好

借贷方向及年份后，点击查询，就会出现各月份的原材料占产

成品的比例情况。结果如图10所示。

六、结语

本次实验解决了将财务软件数据导入到审计软件后如何

开展后续审计工作的问题。通过实验，学生掌握了借助审计软

件的数据处理功能开展审计分析工作的主要方法，从而确定

了进一步审计的重点。

【注】本文系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2012年教学研究与教学

改革项目“计算机会计与审计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研究”的阶段

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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