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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8_9A_E4_BC_9A_E8_c53_87377.htm 一、企业会计电算化

给涉外税务审计带来的问题 1.在审计线索方面。在会计电算

化中，计算机的使用改变了会计记录的存储与处理方式，给

收集审计信息和查找审计线索带来了困难。首先，在案头审

计阶段，税务机关如何收集企业财务系统中的信息是一个关

键问题。从目前情况看，存在两大障碍，一是企业采用的数

据库不同；二是跨国集团公司全球使用统一的财务系统，多

为英文记账。其次，在现场审计阶段，由于原始凭证或记账

凭证一经输入计算机，账簿登录及汇总报表都通过程序自动

完成，因而使审计人员难以像在手工操作环境下那样对经济

业务进行直观的对比追踪审查。 2.在审计内容方面。电算化

会计信息系统的特点及其固有的风险决定了审计的内容包括

对计算机处理和控制功能的审查，具体应当包括系统的开发

与设计，会计软件的程序，数据文件以及内部控制的审计等

。同时，以下情形的出现也会对税务审计的内容产生影响：

一是无纸化交易的会计确认和内部控制，以及无纸化数据的

安全性给审计人员带来重大挑战；二是系统集成，使会计数

据与管理数据联系起来，导致审计范围扩大了；三是现代信

息处理技术和信息网络技术为企业管理提供了快速信息联系

，企业外部信息的引入，使审计对象也发生了变化。 3.在审

计技术方面。由于审计的内容扩大到电算化系统程序、系统

的设计与开发、数据文件与内部控制方面，传统手工审计已

不能适应现行企业的实际情况，迫使审计人员采用相应的计



算机技术。比如：利用计算机进行大量、复杂的分析性复核

工作；借助计算机完成统计抽样工作；对会计电算化系统的

程序、内部控制制度、数据文件及计算机系统的可靠性进行

测试等等。 4.在审计人员方面。企业现代管理技术的运用，

给税务审计人员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税务审计人员要

有现代科技的观念，否则是不可能完成有效的税务审计工作

。审计人员不仅要有丰富的财会、审计知识和技能，熟悉税

收政策，还应掌握计算机知识及其应用技术，掌握数据处理

和管理技术，以及提高英语水平等。 二、电算化会计系统实

施后的税务审计对策 1.加快开发涉外税务审计软件。《涉外

税务审计规程》引入了全新的审计技术，要求采集企业大量

的财务数据进行各种比较分析，通过对31户大型企业电算化

会计系统的调查及其对税务审计的影响与对策分析，大家一

致认为，对电算化企业进行税务审计，仅靠手工操作几乎是

难以进行和完成的。因此，依靠计算机辅助审计已势在必行

，涉外税务审计软件的研制和开发已刻不容缓。 2.健全会计

电算化系统有关税务审计的法律规定。目前《中华人民共和

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只规定采用计算机记账的纳税

人，扣缴义务人将其记账软件、程序和使用说明书及有关资

料抄送税务机关备案，而对会计软件系统在税收管理上未作

具体要求。建议在征管法中增加有关实施电算化审计的条例

。明确规定审计人员和纳税人的法律权利和义务，对电子数

据的合法性和采用的磁介质审计证据作出明确规定，以利于

电算化审计的顺利进行。 3.加强对税务审计人员素质的培训

，培养一批跨学科的税务审计人员。涉外企业的电算化会计

系统有相当一部分采用的是国际上通用的财务软件，且大多



为英文体系。这就要求审计人员不仅要有传统审计人员应具

备的会计、税收、法律等知识，还应有计算机，英语等方面

的知识，而目前税务审计人员在英语、电脑操作等方面都精

通的人员不多，整体素质有待提高。所以，要加大英语、电

脑知识的培训力度，配合税务审计软件的开发试行，全面提

高审计工作水平。 4.改进装备条件。目前，企业普遍具有配

备齐全、性能高的计算机设备，且能及时更新换代。税务部

门尤其是基层税务部门，硬件环境差强人意。建议加大计算

机设备投入（如便携式电脑，外出审计的必需品），改善原

有装备，以保证审计工作的开展。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