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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信息技术日新月异、信息系统日益普及的年代里，作为一名审计学等相关专业的学生或 一名审计工
作者，掌握信息系统审计的原理和方法是十分迫切的，也是完全必要的。
为适应审计学等相关专业的教学和我国审计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笔者编写了这本《信息系统审计》
。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注意吸收和参考先进国家信息系统审计的基本理论和技术方法，并结合我国IT应
用与信息系统审计发展的实际情况和笔者多年的研究成果，在内容上力求兼顾先进性和实用性，做到
理论、方法与应用有机结合，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本书共分8章，第1章论述了信息系统审计的基本知识，使读者对信息系统审计有一个概括性的了解；
第2章论述了IT治理的基本知识，使读者对IT治理的含义、IT治理与信息系统审计的关系有一定的了解
；第3、第4章论述了信息系统一般控制和应用控制及其审计方法；第5～第8章系统地论述了系统开发
与获取、系统运营与维护、应用程序、数据文件的控制与审计方法和技术。
其中，第1章、第4章、第7章由张金城编写；第2章由李庭燎编写；第3章由余小兵编写；第5、第6章由
黄作明编写；第8章由吕新民编写。
张金城负责全书的主编和总纂工作。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审计、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会计等专业的教材；对广大审计人员进行信息系统
审计，对信息系统管理人员探讨加强信息系统的控制，对计算机工作人员研究计算机在实际业务中的
应用和控制，对审计、会计、管理、计算机等专业师生的教学与科研，都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自始至终得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署石爱中副审计长、南京审计学院院长王家
新教授的指导、关心与大力支持，在此谨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信息技术突飞猛进、信息系统审计涉及的知识范围的广泛性，书中难免会有错误与不当之处，恳
请广大读者予以指正。
编  者2009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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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地介绍了信息系统审计的产生与发展、特点、准则、IT治理、一般控制及审计、应用控制及
审计、系统开发与获取审计、系统运营与维护审计、应用程序审计、数据文件审计等内容；覆盖了信
息系统审计课程教学的基本内容，同时结合了当前信息系统审计新方法、新技术的发展，具有很强的
实用性与可操作性；编排由浅入深，条理清晰，通俗易懂。
    本书是江苏省高等学校精品立项教材，可作为高等学校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审计学专业等专
业“信息系统审计”课程的教材，亦可供从事信息系统审计的审计人员参考，同时还可作为专业培训
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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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信息系统审计概论1.1 信息系统审计的产生与发展1.1.1 电子数据处理系统对审计的影响电子计算
机在数据处理中的运用形成了电子数据处理系统，它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初，其发展过程可分为三个
阶段：数据的单项处理阶段（1953-1965）、数据的综合处理阶段（1965-1970）、数据的系统处理阶段
（1970年以后）。
数据处理电算化以后，对传统的审计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1.对审计线索的影响审计线索
对审计来说是极为重要的，审计过程中审计人员正是在跟踪审计线索，审核有关的经济业务，收集审
计证据的。
而审计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不断收集、鉴定和综合运用审计证据的过程。
在手工数据处理系统中，存在着大量的肉眼可见的审计线索。
例如，大量的原始凭证、记账凭证、总账、明细账、汇总表等形成一条明显的审计线索。
审计人员可以从原始凭证开始，对经济业务进行追踪，一直到报表为止；也可以从最后的报表开始，
追根寻源，一直追溯到原始凭证，从而形成了顺查、逆查等审计方法。
对手工数据处理系统的审计，就是建立在这种肉眼可见的审计线索之上。
但在电子数据处理系统中，传统的凭证、账簿没有了，文字记录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存有数据处理
资料的磁盘、光盘等，这些存储介质上的信息是机器可读的，它们不再是肉眼所能识别的了。
此外，从原始数据进人计算机，到报表的输出，这中间的全部数据处理已由计算机自动完成，传统的
审计线索在这里中断、消失了，传统的审计方法，在电子数据处理系统中，有的已不适用。
审计线索的改变促使审计方式向电算化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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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信息系统审计》共分8章，第1章论述了信息系统审计的基本知识，使读者对信息系统审计有一个概
括性的了解；第2章论述了IT治理的基本知识，使读者对IT治理的含义、IT治理与信息系统审计的关系
有一定的了解；第3、第4章论述了信息系统一般控制和应用控制及其审计方法；第5-第8章系统地论述
了系统开发与获取、系统运营与维护、应用程序、数据文件的控制与审计方法和技术。
《信息系统审计》可作为高等院校审计、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会计等专业的教材；对广大审计人员
进行信息系统审计，对信息系统管理人员探讨加强信息系统的控制，对计算机工作人员研究计算机在
实际业务中的应用和控制，对审计、会计、管理、计算机等专业师生的教学与科研，都具有很高的参
考价值。
系统论述了信息系统审计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介绍了信息系统审计最新的方法与技术；内容具有很强
的实用性与可操作性；编排由浅入深，条理清晰，通俗易懂；江苏省高校精品立项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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