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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种基于等级法的联网审计绩效评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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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持续审计是 目前审计领域研究的一个前沿问题，我国研究与实施的联网审计也是持续审计的一种实现方式。 

结合 目前我国开展联网审计的现状、特点及需要，研究适合联网审计的绩效评价方法：首先，基于对联网审计的实施成 

本、效益、审计风险控制等因素的分析，建立了适合联网审计特点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然后采用等级法确定评价指标 

权重，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联 网审计的绩效评价模型，最后通过实例分析 了本方法的应用。这些工作为研究联网审计绩 

效评 价打下 了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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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formance Assessment Method of Online Auditing Based on Rank-centr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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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tinuous auditing is a frontier in audit area，and the online auditing researched and implemented in china is 

also a realization mode of continuous auditing．According to the present condition，characteristics and requirements of 

online auditing researched and implemented in China nowadays，a performance assessment method of online auditing 

was proposed in this paper．Firstly，based on analysis of the costs，benefit and audit risk in the process of implementing 

online auditing，the assessment criteria fit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online auditing were constructed．Then，rank-cen— 

troid was used to compute the weights of the assessment criteri&Then，the perform ance assessment model of online au— 

diting was constructed．Finally，a case was given to analyze the application of this perform ance assessment method．The 

research in this paper can lay a basis for studying the performance assessment methods of online aud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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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研究的意义 

1．1 持续审计得到广泛关注 

审计历来受到国家、政府和社会的重视。审计对象的信息 

化使得计算机辅助审计_1]成为必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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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变化，信息技术的发展 

将使计算机辅助审计向持续、动态、实时的方向发展。持续审 

计(Continuous audit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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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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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tgers分校还成立了持续审计 

研究中心，并每年召开国际持续审计年会，使持续审计的研究 

得到很大的发展。根据现有文献对持续审计的研究，我们把关 

于持续审计的研究情况总结分类如图 1所示[6]。概括来说，关 

于持续审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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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分离式持续审计是 目前研 

究的主流。根据持续审计系统的灵活性情况，分离式持续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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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而设计的持续审计实现方法；而通用模式是为了使设计的持 

续审计方法具有一定的通用性，其采用的方法包括：基于 x̂几 

的、基于 C()I BA的等。 

目前正在开展的所谓联网审计也是分离式持续审计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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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在 2004年召开的第二届计算机审计国际研讨 

会上，来 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对联网审计的研究与应用 

进行了交流。 

图 1 持续审计相关研究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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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我国正在大力推广联网审计，其绩效评价变得越来越重要 

在我国，为了适应计算机辅助审计的需要 ，国家审计署已 

经成功开展了“金审工程”一期的建设工作。“金审工程”一期 

主要完成了硬件建设和部分现场审计软件开发以及人员的培 

训等工作。为了探索计算机审计数据采集与处理中的重大技 

术和制度规范，为“金审工程”二期实施联网审计系统建设提 

供科技成果应用的指导，国家审计署已成功开展了国家“863” 

计划“计算机审计数据采集与处理技术”一期课题和二期课题 

的研究，通过该项目的开展，探索了适合我国国情的联网审计 

实施方案 。 

在“金审工程”一期建设和对联网审计理论研究的基础 

上，作为“金审工程”二期建设的重要内容，我国目前正在大力 

推广联网审计的应用 ，比如社会保障联网审计、地税联网审计 

等，推广的试点从省级单位一直到市、县级单位 ，这为研究和 

应用联网审计绩效评价提供了机遇。同时，为检验联网审计 

的实施效果 ，保证国家投资的正确性，联网审计的绩效评价变 

得越来越重要。 

1．3 关于联网审计实现技术和应用的研究较多，但缺少绩效 

评价方面的研究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目前对于联网审计实现技术和应 

用的研究较多，但缺少绩效评价方面的研究与应用。研究联 

网审计绩效评价，有助于重新认识 目前的联网审计政策和联 

网审计实现技术，有助于审计机关更有效地制定联网审计实 

施对策。最高审计机关国际组织 IT审计工作组于 2010年 4 

月在北京召开了第六届效益审计研讨会，此次研讨会的主题 

为“衡量 IT项 目有效性和投资成功的效益指标”，这也充分说 

明了研究联网审计绩效评价的重要价值。 

尽管在一些领域，绩效评价的研究 已引起广泛关注_9 ， 

但是实施联网审计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 ，其中存在着 

广泛的非线性、时变性和不确定性 ，这使得已有的一些评价指 

标和评价方法不完全适合联网审计的特点，不能直接将其应 

用于联网审计的绩效评价之中。另外，联网审汁环境下审计 

成本的分类、构成及其比重发生重大变化，审计成本管理呈现 

不确定性、差异性和复杂性等特征。同时，对于联网审计的绩 

效评价，也不能仅从成本 效益的角度出发，还需要考虑审计 

风险控制等因素。因此，迫切需要根据联网审计的特点构建 
一 些适合其需要的绩效评价方法。本文设计了一种基于等级 

法的联网审计绩效评价方法。 

2 研究思路分析 

2．1 联网审计的原理 

目前我国正在研究与实施的联网审计也是持续审计的一 

种方式，可以看成是一种面向数据的联网审计l5’ ，其基本原 

理如图 2所示。从图 2可以看出，联网审计在技术实现上主 

要可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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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传输主要用来把采集来的数据通过 

网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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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数据分析(处理)。这一阶段主要是采用相关审计软 

件对采集来的电子数据进行分析，从而发现审计线索，获得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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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审计证据。 

据库 

图 2 联网审计的基本原理 

2．2 研究思路 

基于上述分析，联网审计绩效评价的研究思路如图 3所 

示 。 

分析影响联网审计实施效果的主要因素 

I构建适合我国联网审计l 
现状和特点的绩效评价L 

指标体系 l 

{反馈与修正 ’ ⋯’⋯ 
建立联网审计绩效评价模型 

反馈与修正 

验评价理论与方法的 

统成本 

统效益 

计风 险 

图3 研究思路 

3 联网审计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3．1 指标体系确定的原理 

对联网审计的绩效进行评价，指标的选取至关重要。本 

文基于我国联网审计的实现原理，采用专家调查法和文献分 

析法，分析影响联网审计绩效的因素，主要内容包括： 

(1)基于成本一效益的视角分析影响联网审计绩效的主要 

因素。 

研究联网审计的实施成本，包括联网审计建设的初始投 

资成本(一次性成本)和运行成本(经常性成本)；研究联网审 

计的实施效益，包括联网审计的有形效益(可以用财务语言来 

描述的效益)和无形效益(无法用财务语言来描述的效益)。 

(2)基于整个联网审计系统风险控制的视角分析影响联 

网审计绩效的主要因素。 

被审计单位的内部控制情况以及联网审计系统 自身的安 

全性、可靠性是减少审计风险的重要依据。为了全面、客观地 

分析联网审计的实施效果，需要对联网审计的相关风险情况 

进行分析。比如，研究联网审计的风险控制状况，包括被审计 

单位信息系统的内部控制情况、数据采集风险控制情况、数据 

传输风险控制情况、数据存贮风险控制情况以及数据分析风 

险控制情况。 

(3)其它因素、联网审计系统设计与开发的质量等。 

在对影响联网审计绩的效因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综合 

考虑联网审计实施的一次性成本、经常性成本、有形效益、无 

形效益、联网审计系统的风险控制状况等，设计评价指标体 

系，并确定指标体系中各级指标的权重。指标体系确定的原 

理如图 4所示。 

图4 指标体系确定的原理 

3．2 指标体系 

基于对影响联网审计绩效因素的分析以及评价指标的设 

计思路，在专家调查和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可以确定联网审计 

绩效评价的指标体系，如表1所列。 



表 1 联网审计绩效评价的指标体系 

薹嚣 篇 
3．3 主要指标体系内容分析 

3．3．1 联网审计的成本分析 

为了便于计算联网审计的成本，可将其分成一次性成本 

和经常性成本两部分[1 。一次性成本是指联网审计系统开 

发和执行的初始投资。针对 目前我国联网审计的实施方法， 

其一次性成本主要包括： 

(1)硬件成本。指购买用于实现联网审计系统的硬件费 

用，这些硬件包括微型计算机、小型计算机、大型服务器、外围 

设备(如磁盘驱动器、磁盘、海量数据存储系统等)以及网络设 

备(如网桥、路由器、网关、交换机、调制解调器、集线器、无线 

电通讯媒体以及其他涉及数据的物理传输设备等)。 

(2)软件成本。指为实施联网审计所购买的软件的费用 ， 

这些软件包括操作系统软件(不含随硬件附送的软件)、网络 

控制软件以及 自行开发的软件(如联网审计数据采集软件、联 

网审计数据分析软件、联网审计管理软件等)。 

(3)人员培训费用。为了使审计人员能够胜任联网审计 

环境下的审计任务，对审计人员进行培训的费用。 

(4)场地成本。主要包括实施联网审计时数据采集端和 

数据存储端的机房改建(如增加空调或结构改变)等相关 费 

用 。 

经常性成本是指在联网审计系统整个生命周期内反复出 

现的运行和维护成本。针对我国目前联网审计的实现方法， 

其经常性成本主要包括 ： 

(1)人员成本。主要是指联网审计环境下相关审计人员 

的工资等费用。 

(2)硬件维护成本。主要是指对联网审计相关硬件系统， 

如数据采集前置机的升级 (增加内存)、海量数据存储系统扩 

充以及对计算机和外围设备进行预防性维护和检修的费用。 

(3)软件维护成本。主要是指操作系统、网络控制软件以 

及 自行开发的联网审计相关软件的升级与调试费用。 

(4)耗材成本。主要是指和联网审计相关的日常消费费 

用，如打印机色带、墨盒、硒鼓、打印纸、磁盘磁带以及一般的 

办公室用品等。 

(5)风险控制费用。主要是指用来制定、维护和实施 BCP 

(Business Continuity Plan，业务持续计划)所需的费用。联网 

审计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有时灾难性的事故是无法预防或 

规避的，这些灾难造成的系统停顿也将给审计工作的进行带 

来重大影响。如果有对意外事件的详细规划，就可能避免灾 

难和系统停顿的全面影响，而 BCP则是解决该问题的最佳方 

案。用于 BCP的费用，主要包括备份系统软件、应用程序、电 

子数据以及非现场存储和将备份介质(磁带机、磁盘、光盘)转 

换到安全地点的费用等。 

(6)其它费用。如网络通信费等。 

3．3．2 联网审计的效益分析 

实施联网审计的成本比较容易计算 ，但其效益的评价就 

比较困难。为了便于分析联网审计的效益 ，可以从有形效益 

和无形效益两个方面进行分析l_】 。 

联网审计的有形效益是指可以用财务指标进行计量的效 

益，即每年节省的审计成本，主要包括： 

(1)降低人员成本。非联网审计环境下，用于审计人员的 

日常成本主要包括：①审计人员的日常工资和福利；②办公场 

所费用 ；③审计人员的日常培训费用 ；④为审计人员购买用于 

审计工作的软硬件设备的费用。实施联网审计后，需要的相 

应审计人员会减少，从而降低了审计人员相应的成本。 

(2)减少审计成本。对于异地审计项目的审计，主要费用 

一 般包括：①外勤经费 ，如住宿费、伙食费、公杂费、差旅费等； 

②加班补贴；③其他费用。异地审计项目的总费用根据审计 

人员数和审计天数来计算 ，而实施联网审计能有效地减少异 

地审计项目的审计成本。 

(3)实施联网审计可以节省审计单位的人力和物力，可使 

审计单位把这些资源投入到其它工作中去 ，从而增加了其它 

方面的效益。 

联网审计的无形效益是指不容易统计、难以用财务指标 

核算的效益。无形效益主要包括： 

(1)审计效率的提高。采用联网审计之后，节省了审计的 

时间，提高了审计效率。传统审计模式下，由于审计对象的情 

况往往比较复杂，仅凭一次审计就把全部问题都查出来几乎 

是不可能的。而采用联网审计，则可以把被审计数据采集来 

之后 ，采用合适的计算机辅助审计技术对被审计数据进行高 

效、全面的分析，从而可以快速发现审计线索。特别是实施联 

网审计能有效消除 7种审计浪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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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实施联 

网审计能有效消除这7种审计浪费。 

(2)社会效应的提高。联网审计的一个重要无形效益就 

是它的社会效应 ，如审计单位形象的提升、对被审计单位的威 

慑作用等，这些从长远上可为审计单位带来不可估量的价值。 

(3)审计报告价值的提高。实施联网审计提高了审计的 

频率，从而提高了审计报告的价值 ，降低了审计风险。传统审 

计模式下，审计报告需在事件发生几个月后才能生成；而实施 

联网审计后，审计报告可以实时产生，从而提高了审计报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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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降低了审计风险。 

3．3．3 联网审计的风险控制分析 

(1)联网审计实施对象的风险控制情况 

为了提高联网审计实施的可行性、实施效果及效益，在联 

网审计对象的选择上，应考虑以下几个方面l_l ：①为了减少 

联网审计的风险，被审计单位的内部控制制度应比较完善，能 

保证通过联网审计系统采集到的数据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被 

审计单位信息系统的内部控制情况较差，采集到的数据的真 

实性差，从而带来高的审计风险。②如果被审计单位信息系 

统的内部控制情况较差，则没有必要对其开展联网审计。③ 

防止选择一些不合适的对象实施联网审计，从而造成对国家 

的损失。 

因此，在开展联网审计的绩效评价时，被审计单位信息系 

统的整体控制情况和应用控制情况是我们评价的一个主要因 

素。 

整体控制(Information Technology General Controls，IT— 

GCs)的目标是确保应用系统的合适开发和实施以及程序、数 

据文件、计算机操作的完整性[1 。整体控制一般包括：逻辑 

接触控制、系统开发生命周期控制、程序变更管理控制、数据 

中心的物理安全控制、系统、数据备份与恢复控制、计算机操 

作控制。 

应用控制是对输入、输出和处理功能的控制l_1 ，其 目标 

是确保记录的完全性和准确性以及输入的有效性。良好的整 

体控制是应用控制的基础，可以为应用控制的有效性提供有 

力的保障。某些应用控制的有效性取决于计算机整体环境控 

制的有效性。当计算机整体环境控制薄弱时，应用控制就无 

法真正提供合理的保障。 

(2)联网审计系统自身的风险控制情况 

联网审计系统 自身的风险控制情况主要包括 ：数据采集 

风险控制情况、数据传输风险控制情况、数据存贮风险控制情 

况以及数据分析风险控制情况等。 

4 各项评价指标量纲的一致化处理 

表 1中联网审计绩效的各项评价指标由量纲不一致的二 

级指标构成。为了消除不同纲量对决策结果的影响，故需对 

其进行适当的数学处理。为了提高实际评价过程的可操作 

性，本文采用以下常用方法对指标属性值进行规范化处理： 

(1)对于用数值表示的数据，指标属性分为效益型和成本 

型。其中成本型是指属性值越小越好的属性 ，效益型属性是 

指属性值越大越好的属性。对于成本型指标 ，采用以下规范 

化处理方法： 

一 S(＆ )一 ,a0> O (1) 
“ U 

一 s(n )一 m
(

a

口

x (

)

a

—

ij)

m

--

in

a
(0 ,aq≤o (2) 

对于效益型指标 ，采用以下规范化处理方法： 

一 s(d )一 ，Ⅱo> 0 (3) 

一 s(& )一 a(；；
口

--  m

二

in (a

in

；j

(

) 
，n ≤ 0 (4) 

式中， ( 一1，2，⋯，r／；J一1，2，⋯，m)为决策者对评价指标 

B ( 一1，2，⋯，，z)的属性值 a ( 一1，2，⋯， ； 一1，2，⋯，m)的 

无量纲化值，S(a )为指标 a 无量纲化的标准函数，max(ao) 

· 1]4 · 

和 min(a )分别为评价指标 B 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2)对于用区间值表示的数据，我们采用的转换方法如表 

2所列。 

表 2 评价等级区间值和规范处理值的对应关系定义 

评价等级区间值 规范处理值 

O．6 

0．7 

0．8 

0．9 

1 

表 2中的对应关系也可以根据不同的评价对象进行调 

整，从而更准确地完成对不同联网审计项 目的绩效评价。 

5 评价指标的权重设定 

5．1 等级法的原理 

为了提高绩效评价的准确度 ，本文采用等级法口“ ]为各 

个评价指标指定合适的权重。等级法是让相关专家根据各个 

评价指标的重要程度来划分等级，即最重要评价指标的等级 

指定为 1，第二重要的评价指标等级指定为 2，等等。然后，根 

据各评价指标的等级计算其相应的权重。 

表 3和表 4为使用等级法时所用的两种表。其中，表 3 

是进行绩效评价时的专家调查表，每个被调查专家根据自己 

的判断，在这张表上给各评价指标划分等级；表 4是绩效评价 

人员用来综合所有专家意见的等级表。在表 3和表 4中，Bl 

表示被评价对象的7"／个指标 ， 是专家e为评价指标B 所指 

定的等级，s 表示各个评价指标最终统～的等级， 一1，2，⋯， 

，e一1，2，⋯，N。表 3中的“评价指标说明”用来补充说明评 

价指标的作用及意义，便于专家准确地为各个评价指标指定 

等级。 

表 3 专家用来给评价指标指定等级的表 

表 4中汇集了不同专家给各个评价指标指定的等级值。 

根据每个专家所给的等级值，可以计算出各个评价指标最终 

统一的等级。 

表 4 绩效评价人员用来计算评价指标等级的表 

设 为N个专家为评价指标B 所指定等级的和， 一1， 

2，⋯ ， ，则 ： 

N 

一 ∑ (5) 

则各个评价指标最终统一等级的计算方法如下： 

首先，根据式(5)计算出每个评价指标的 ； 

然后，根据 的大小对评价指标排序， 最小的评价指 

标等级指定为 1， 第二小的评价指标等级指定为 2，等等； 

最后，把这些等级值填人表 4，从而完成评价指标等级的 



划分。 

5．2 等级转变成权重的方法 

在完成评价指标等级的划分后，要把评价指标的等级转 

变成相应的权重，常用的几种方法如下E“ ： 

(1)RS(Rank-Sum)转换方法 

采用RS转换方法，评价指标B 的权重可以表示为： 

wi(RS)一 (6) 

二级 B1O B11 B12 B13 B14 B15 Bl6 B17 B18 B19 B20 

指标 

评价 
对象／ ％ ％ [1，5] 每g：

月

／ [1
，

5][1，5]每ZE

年

／ 

(单位) 

2005 52．7 29．2 33．2 88．5 85．68 90．55 3 1o 3 3 1 

2006 78．5 45．7 32．6 88．5 85．68 92．81 3 15 3 4 2 

2007 85．6 67．6 34．3 90．6 90．56 94．45 4 3O 4 5 5 

2008 87．5 68．1 33．5 95．1 92．22 95．65 4 3O 5 5 6 

式中，Si是评价指标B 的等级， 一1，2，⋯， ；S表示评价指 7·1 

标 B 的最大等级。 

(2)RR(Rank-Inverse)转换方法 

采用 RR转换方法 ，评价指标 B 的权重可以表示为： 

wi(RR)一 (7) 

式中， 是评价指标 B 的等级，i一1，2，⋯，n；S表示评价指 

标B 的最大等级。 

(3)RC(Rank-Centroid)转换方法 

采用 RC转换方法，评价指标 B 的权重可以表示为 

wi(RC)一吉 萎÷ (8) 
式中，S表示评价指标B 的最大等级；S 为评价指标 B 的等 

级， i，2，⋯， 。如果用户为每个评价指标指定不同的等 

级，那么 S— 。如果评价指标等级有相等的，则式(8)应变 

成： 

wi(RC) 
wi一 — (9) 

式中，W 一∑wi(RC)。 

由于 RC方法的效果最佳D4,15]，因此本文采用 RC转换 

法把评价指标等级转变成相应的权重。 

6 绩效评价模型的建立 

根据上述分析，最终确定联网审计的绩效评价模型如下 ： 

一 Ewip (1O) 

式中，wi为被评价对象 的各个评价指标的权重，wi∈[0， 

1]，P 为被评价单位 P，的各个评价指标的值 ， 1，2，⋯， ， 

一 1，2，⋯ ，m。 r 

根据式(1O)，可以计算出各个评价对象的绩效评价结果。 

7 实例 

本节我们应用一个实例来分析联网审计的绩效评价过 

程。某单位从 2005年起实施一项联网审计项 目，其相关数据 

如表 5所列。 

表 5 联网审计项目绩效评价指标数据 

一 级指标 A1 A2 

二级指标 B1 B2 B3 B4 B5 B6 B7 B8 B9 

评价对象／ 
(单位)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 

2005 526 54．7 37．8 8．62 63．5 86．5 21．9 一 50．8 35．1 

2006 0 0 0 10．58 61．5 37．5 21．6 — 35．2 56．8 

2007 0 0 0 12．83 66．5 34．8 23．5 — 10．5 75．5 

2008 0 0 0 18．51 68．5 32．6 22．7 20．7 84．6 

数据规范化处理 

采用前面分析的方法 ，对表 5中的数据进行规范化处理， 

其结果如表 6所列。 

表 6 规范化处理后的联网审计项目绩效评价指标数据 

一 级指标 A1 A2 

二级 B1 R2 B3 B4 B5 B6 B7 B8 B9 

指标 

2005 0 0 0 1 0．9685 0．3769 0．9863 0 0．4l49 

2006 1 1 1 0．8147 1 0．8693 1 0．2182 0．6714 

2007 l l 1 0．6719 0．9248 0．9368 0．9191 0．5636 0．8924 

2008 1 1 1 0．4660 0．8978 1 0．9515 1 1 

一 级 A2 A3 A4 

指标 

二级 BIO B11 BI2 B13 B14 B15 B16 B17 B18 B19 1320 

指标 

2005 0．6022 n 4288 0．9679 0．9306仉9291 0．9467 Q，8 0．3333 o．8 0．8 o．1667 

2006 0．8971 0．671l 0．9504 0+9306 0．9291 0．9703 0．8 0．5 0．8 0．9 0．3333 

2007 0．9783 0．9927 1 0．9527 0．9820 0．9875 0．9 1 0．9 1 0．8333 

2008 1 1 0．9767 1 l 1 0．9 1 1 1 1 

根据对联网审计绩效评价指标的分析，B1，⋯，B7为成 

本型指标，B8，⋯，B15，B17，B20为效益型指标，B16，B18，B19 

为用区间值表示的数据。 

7．2 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 

表 7汇集了不同专家给各个评价指标指定的等级值以及 

采用等级法处理后的等级值。根据式(8)，各评价指标权重值 

如下： 

Wlw(B )一 墨÷一 ×(1+专+⋯+ )一o．1799 (B 一 蚤÷一 ×(1+专+⋯+ )一· 
w2(B2)=1 20

了1w2(B2)fO = ×(去+⋯+ )一0．0247 了 ×(素+⋯+ )一· 
同理， (B3)一0．0289，w4(B4)一0．0334， (B5)一 

0．0209，训；(B6)一0．014，w7(B7)一0．0052，wa(B8)一0．1299， 

(B9)一0．1049， o(B10)一0．0882， 1(B11)一0．0384， 

'uh2(B12)一O．0025，Wl3(B13)一 0．0757， 4(B14)一 0．0657， 

5(B15)一O．044，wl6(B16)一0．0173，wl7(B17)一0．0502， 

t 8(B18)一0．0109，w19(B19)一0．0574，叫2o(B20)一O．0079。 

表 7 评价指标的等级计算数据表 

评价指标 专家所指定的等级 等级的和 统一后的等级 

E2 E3 E4 E5 Ti S 

5  
n M M 2 0 U 

● 

8 韶 ∞ 弘 ％ 他 譬； 跎 

0 ∞ u 

n U H 0 

0 挖 ¨ M 0 m 

他  ̈ 加 3 2 n 

Ⅱ一 u n M  ̈ 2 3 

m ＆ 阱田鹧融m m 



Bl2 

B13 

B14 

B15 

B16 

B17 

B18 

Bl9 

B20 

98 

26 

27 

41 

74 

40 

87 

39 

88 

7．3 绩效评价结果 

根据式(1O)，各个评价对象的绩效评价结果如下 ： 

20 

P1一∑w,p l 
z一 1 

一 l p11 4-w2p21+⋯4-w20P2 01一O．1799*O+O．0247 

*o4-o．0289*O+0．0334*14-0．0209*0．96854- 

0．014*0．3769+0．0052*0．98634-0．1299*0+ 

0．1049*0．41494-0．0882*0．60224-0．0384* 

0．4288+ 0．0025*0．9679+ 0．0757*0．9306+ 

0．0657*0．92914-0．044*0．9467十0．0173*0．8+ 

0．0502*0．3333+0．0109*0．8+0．0574*0．84- 

0．0079*0．1667 

—0．431693 

20 

同理，P2一∑w；p 2一O．78116 
i= 1 

P3一∑wip 3一O．906544 
一 1 

20 

P4一~,wip“一O．977988 

根据上述计算，2005--2008年的绩效评价结果趋势如图 

5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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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更全面、更客观地评价联网审计的实施绩效。 

下一步我们将不断完善这一评价方法的部分环节 ，例如 

如何更为合理和准确地获取联网审计的风险控制情况的数 

据，从而进一步提高这种联网审计绩效评价方法的准确性、合 

理性和可操作性。另外，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们还将根据本文 

建立的适合联网审计特点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应用 AHP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等方法研究其它合适的联网审 

计绩效评价模型，从而为综合、全面地评价联网审计的绩效提 

供多种方案选择。 

参 考 文 献 

[1] 陈伟，张金城，Qiu Robin计算机辅助审计技术(CAATs)研究 

综述[J]．计算机科学，2007，34(10)：290—294 

[2] Groomer S M，Murthy U S．Continuous auditing of database ap— 

plications：an embedded audit module approach r'J]．Journal of 

Information Systems，1989，3(2)：53—69 

[3] 陈伟，Qiu Robin，刘思峰．一种基于数据匹配技术的审计证据获 

取方法[J]．计算机科学，2008，35(8)：183—187，194 

[41 Rezaee Z，Sharbatoghlie A，Elam R，et a1．Continuous auditing： 

building automated auditing capability[J]．Auditing：A Journal 

of Practice and Theory，2002，21(1)：147—163 

r-s] 陈伟，Qiu Robin，刘思峰．持续审计(CA)研究综述[J]．小型微 

型计算机系统，2008，29(9)：1755—1760 

[6] Chen W，Zhang J C，Jiang Y Q．One continuous auditing practice 

in China：data-oriented online auditing(IXX)A)[A]∥The 7th 

IFIP International Co nference on e-Business，e-Services，and 

Society(I3E2007)[C]．Boston：Springer，2007：521—528 

[7] 王刚．联网审计：全新的审计理念与审计模式[N]．财经时报， 

2005—3—27 

[8] 国家 863计划审计署课题组．计算机审计数据采集与处理技术 

研究报告[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9] Mitra R K，Gupta M P．A contextual perspective of performance 

assessment in eGovernment：A study of Indian Police Adminis— 

tration[J]．Government Information Quarterly，2008，25(2)： 

278—302 

r,lO]Wei C C．Evaluating the performance of an ERP system based 

on the knowledge of ERP implementation objectives[J]．The In— 

ternational Journal of Advanced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2008，39(1／2)：168 181 

[11]陈伟，尹平．基于成本效益视角的联网审计可行性分析[J]．审计 

与经济研究 ，2007，22(1)：36—39 

[12]Searcy D I ，Woodroof J R Continuous auditing：leveraging tech— 

nology[J]．The CPA Journal，2003，75(5)：46 48 

[133 Christine B，Jefferson W．Auditing application controls[EB／ 

OL]．Ⅵnv、v．theiia．org，2008 

r,14]Barron F H，Barrett B E．Decision quality using ranked attribute 

weightsr,J]．Management Science，1996，42(11)：1515—1523 

r15]Bey D，Sarkar S，De P．A distance-based approach to entity re— 

coneiliation in heterogeneous databases r'J]．IEEE Transactions 

on Knowledge and Data Engineering，2002，14(3)：567—582 

5 6 9 8 ” 

8 M 0 " 

加 6 5 9 7 " 8 掩 

加 0 " 坶 

6 4 7 M 9 8 " 

∞ 4 6 9 8 "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