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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信息系统的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信息系统审计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而受

到较多关注。我国信息系统审计缺乏对规范体系的理论研究，而国际上多个审计组织已提出

ＣＯＢＩＴ、ＧＴＡＧ、ＧＡＩＴ、ＦＩＳＣＡＭ 、ＩＴＩＬ、ＢＳ７７９９、ＣＯＳＯ等一系列与信息系统审计相关的国际准则与
指南。结合我国信息系统审计的特点和国际准则的先进思想而构建的基于 ＣＯＢＩＴ 的信息系统
审计框架以信息系统控制目标为核心，分为面向系统的信息系统审计和面向数据的信息系统审

计两大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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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信息系统（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向复杂化、
大型化、综合化和网络化方向发展的过程中，信息

系统的可用性、保密性、完整性和有效性已经引起

用户的高度重视。但是，受到用户自身能力等诸

多因素的限制，信息系统用户自己难以验证信息

质量，无法对信息系统的抗风险能力作出准确评

估，他们迫切需要在第三方独立专业机构的帮助

下，提高信息系统资产的安全性，确保业务数据的

完整性，提高系统的整体效率及合法性、合规性。

因此，由独立审计师收集并评估证据，以判断信息

系统是否有效做到保护信息资产、维护数据完整、

完成既定目标且耗用资源最少的信息系统审计应

运而生。随着经济管理与信息技术的不断结合与

日益渗透，跨越传统审计理论、信息系统管理理

论、行为科学理论和计算机科学四个科学领域的

信息系统审计，作为多学科融合的交叉学科，已成

为国内外的一个研究热点。

一、信息系统审计准则的发展现状

作为全球信息系统审计的领导者和主要推动

者，国际信息系统审计与控制协会（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ｕｄｉｔ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简称 ＩＳＡＣＡ）
推出了一系列信息系统审计准则、职业道德准则

等规范性文件，并把焦点集中于信息系统保障、控

制、安全和 ＩＴ管理等主题上，发布了《信息及相关
技术的控制目标》（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ｆｏ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简称 ＣＯＢＩＴ）［１］。国
际内部审计师协会（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Ａｕｄｉｔｏｒｓ，
简称 ＩＩＡ）制定了《全球技术审计指南》（Ｇｌｏｂ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ｕｄｉｔ Ｇｕｉｄｅ，简称 ＧＴＡＧ）和《ＩＴ 风险
评价指南》（Ｇｕｉｄｅ ｔｏ ｔｈ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Ｔ Ｒｉｓｋ，简
称 ＧＡＩＴ）。美国审计署（ＧＡＯ）发布了《联邦政府
信息系统控制审计手册》（Ｆｅｄ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
ｔｅｍ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Ａｕｄｉｔ Ｍａｎｕａｌ，简称 ＦＩＳＣＡＭ）。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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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等国的相应机构也先后颁

布信息系统审计准则和审计指南，如指导有效 ＩＴ
服务的《信息技术基础构架库》（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
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简称 ＩＴＩＬ）和国际信
息安全管理标准 ＢＳ７７９９ ／ ＩＳＯ１７７９９ 等。

我国的信息系统审计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

相关研究比较零散。石爱中副审计长 ２００８ 年在
五届三次理事会暨第二次理事论坛上的报告曾指

出：科学、完整、系统的信息化审计方法几乎还是

空白［２］。胡晓明也认为我国信息系统审计研究

很不完整、不系统，还没有一套成形的规范理论结

构，他指出信息系统审计理论结构框架的要素应

包括信息系统审计概念、目标、职能、依据、风险、

技术、流程［３ ４］。唐志豪提出的信息系统审计理

论结构模型由信息系统审计本质、目标、规范等六

要素组成［５］。卢红柱从实践探索出发研究信息

系统审计的现实定位、关注操控流程和技术方法，

指出需加强相关法律、规程、标准和指南的确立与

完善［６］。

目前，我国在信息系统审计方面的规定或准

则主要有 ２００１ 年发布的《关于利用计算机信息
系统开展审计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２００４ 年发
布的《独立审计具体准则第 ２０ 号———计算机信
息系统环境下的审计》、２００６ 年发布的《中国注册
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１６３３ 号———电子商务对财务
报表审计的影响》、２００８ 年发布的《内部审计具体
准则第 ２８ 号———信息系统审计》等。从这些规
定的具体内容来看，我国基本停留在对信息系统

环境下会计信息的审计阶段，计算机仅是一种辅

助审计工具，缺乏对信息系统自身的审计。我国

的信息系统审计准则研究主要集中在对 ＩＳＡＣＡ
颁布的信息系统审计准则体系和 ＣＯＢＩＴ 的分析
及应用，而对其他机构颁布的信息系统规范的研

究较少。如陈婉玲、马良渝等人对 ＩＳＡＣＡ 信息系
统审计准则体系进行了分析［７ ８］，陈婉玲、袁若宾

研究了 ＣＯＢＩＴ的构成和内容及其基本应用［９］，王

会金、刘国城分析了 ＣＯＢＩＴ 在中观经济主体信息
系统重大错报风险评估中的应用［１０ １１］。

我国政府有关部门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顺应信息系统复杂化、大型化、综合化和网络化的

发展方向，采用科学方法，借鉴国际先进经验与成

果，结合我国现状与特点，参照《审计署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２ 年审计工作发展规划》，从关注信息系统整

体的安全、风险、管理、控制角度，加强相关制度和

规范的建设［１２］，加快制定信息系统审计标准、指

南与程序等，建立完善的信息系统审计规范体系。

二、信息系统审计的国际准则

信息系统审计准则是一个规范化的管理框

架，它把信息系统、审计人员和被审计单位各自的

权利、义务和责任等纳入管理框架，解决了各方因

为职责不明确而影响信息系统质量的问题。

世界各国的多个机构和组织提出了不同的信

息系统审计准则，如 ＣＯＢＩＴ、ＧＴＡＧ、ＧＡＩＴ、ＦＩＳ
ＣＡＭ 、ＩＴＩＬ、ＢＳ７７９９ 等。
１． ＣＯＢＩＴ
ＣＯＢＩＴ于 １９９６ 年 ４ 月公布，目前最新版本是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８ 日发布的 ４． １ 版。该标准由 ＩＳＡＣＡ
的 ＩＴ 治理学会（ＩＴ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简称 ＩＴ
ＧＩ）在总结了多国专家的经验和 ＩＳＯ９０００ 等标准
的基础上进行开发和推广。它把 ＩＴ 业内的活动
组织成为普遍接受的流程模式，是一个基于控制、

关注业务、面向过程、度量驱动的控制架构。目

前，ＣＯＢＩＴ是国际上公认的最先进、最权威的安全
与信息技术管理和控制的标准，已在全世界一百

六十多个国家的重要组织与企业中得到运用，指

导其有效利用信息资源，有效管理与信息相关的

风险。

ＣＯＢＩＴ由执行概要（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Ｓｕｍｍａｒｙ）、框
架（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执行工具集（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Ｔｏｏｌ
Ｓｅｔ）、管理指南（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控制目
标（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和审计指南（Ａｕｄｉｔ Ｇｕｉｄｅ
ｌｉｎｅｓ）六部分组成。它通过对信息系统整个生命
周期活动的 ＩＴ 过程来管理 ＩＴ 资源，指导组织有
效管理与信息相关的风险，从而有效实现 ＩＴ
目标。

２． 其他相关国际准则
常见的与信息系统审计有关的国际准则还有

ＧＴＡＧ、ＧＡＩＴ、ＩＴＩＬ、ＢＳ７７９９、ＣＯＳＯ等。
ＩＩＡ新制定的系列 ＧＴＡＧ 用于指导首席审计

执行官（ＣＡＥ）、审计委员会和审计主管解决有关
信息技术管理、控制和安全方面的问题。从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 ＩＩＡ 颁布第一个指南《ＧＴＡＧ １：ＩＴ Ｃｏｎ
ｔｒｏｌｓ》以来，目前共发布了 １３ 个成熟的信息系统
审计指南，涉及信息技术控制、变更和补丁管理控

制、持续审计、信息系统审计管理、管理和审计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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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风险、管理和审计信息系统薄弱点、信息技术外

包、审计应用软件控制、确认和存取管理、业务连

续性管理、制定 ＩＴ 审计计划、实施 ＩＴ 审计项目、
舞弊的自动化预防与侦测等方面。ＩＩＡ 的高级技
术委员会已选定下面几个主题作为将要发布的

ＧＴＡＧ，包括审计安全治理、用户开发的应用程序
审计、技术产品开发生命周期审计、ＩＴ 治理、计算
机辅助审计技术［１３］。

ＩＩＡ于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审议通过的 ＧＡＩＴ
是一套基于风险的 ＩＴ 一般控制评价的原则和方
法。随着国际内部审计专业实务框架（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简称 ＩＰＰＦ）
的发布，ＧＡＩＴ成为 ＩＩＡ强烈推荐的信息系统审计
指南。ＧＡＩＴ帮助企业识别合理范围内信息系统
一般控制中的关键因素和关键控制点，帮助评价

企业信息系统控制的成本收益以及效率效果，以

满足企业遵守《萨班斯 奥克斯利法案》４０４ 条款
的要求。ＧＡＩＴ实践指南包括基于风险的 ＩＴ 一般
控制评估方法论、ＩＴ 一般控制缺陷评估、商业与
ＩＴ风险三个部分［１４］。

１９９９ 年美国 ＧＡＯ 发布了最初的 ＦＩＳＣＡＭ，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它在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草案基础上发布了
最新的 ＦＩＳＣＡＭ。ＦＩＳＣＡＭ 提供了联邦政府和其
他政府机构开展信息系统控制审计的方法指南，

体现了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
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简称 ＮＩＳＴ）和
公认政府审计准则（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Ａｃｃｅｐｔｅｄ Ｇｏｖｅｒｎ
ｍｅｎｔ Ａｕｄｉｔｉｎｇ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简称 ＧＡＧＡＳ）的审计准
则与控制标准，并与 ２００１ 年 ７ 月 ＧＡＯ 和完整高
效总统委员会（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ｎ 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简称 ＰＣＩＥ）联合发布的《财务审计指
南》（ＧＡＯ ／ ＰＣＩ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Ａｕｄｉｔ Ｍａｎｕａｌ）相一致。
ＦＩＳＣＡＭ采用自上而下、基于风险的方法对信息
系统开展基于过程的一般控制、应用控制和用户

控制的审计，并关注网络环境下的安全问题，可以

很好地与财务审计、绩效审计相结合［１５］。

ＩＴＩＬ即信息技术基础构架库，是一套被广泛
认可的用于有效的 ＩＴ 服务管理的实践准则。它
是英国政府商务办公室逐步提出和完善的一套对

ＩＴ服务的质量进行评估的方法体系。ＩＴＩＬ 旨在
提高 ＩＴ资源的利用率和服务质量，可适用于不同
规模、不同技术和不同业务需求的组织。２００１ 年
英国标准协会正式发布了以 ＩＴＩＬ 为核心的英国

国家标准 ＢＳ１５０００。
ＢＳ７７９９ ／ ＩＳＯ１７７９９ 是国际信息安全管理标准

体系，它包括两大部分，即按照英国国家标准局制

定的 ＢＳ７７９９ １《信息安全管理实践规范》和
ＢＳ７７９９ ２《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规范》。它以分析
机构和企业面临的安全风险为起点，对企业的信

息安全风险进行动态的、全面的、持续改进的管

理，帮助组织建立一个初步的、易于实施和维护的

管理框架，在框架内通过安全管理标准，为组织提

供在信息安全管理各环节上的一个最佳的实践指

导。ＢＳ７７９９ １ 已于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被国际标准化
组织采纳，成为 ＩＳＯ１７７９９。

ＣＯＳＯ框架已正式成为美国上市公司内部控
制框架的参照性标准。ＣＯＳＯ 关注整合问题，它
能确认内部控制的三大主要目标，即运营的效率

和效果、财务报告的可靠性以及遵守适用的法律

和规章的情况。此外，该标准将控制环境、风险评

估、控制活动、信息和沟通、监控作为框架的五大

组成要素服务于上述三大目标。

３． ＣＯＢＩＴ与其他准则的关系
ＣＯＢＩＴ与 ＧＴＡＧ、ＧＡＩＴ、ＦＩＳＣＡＭ 、ＩＴＩＬ、ＢＳ７７９９、

ＣＯＳＯ等准则虽然是由不同的国家、组织和机构
研究和发布，侧重面有所不同，但总的说来，这些

国际准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趋同性，其关注点

主要集中在控制、安全和服务。ＣＯＢＩＴ 注重学习
和借鉴业内已有的相关准则的优点，注重和其他

准则的结合。

ＧＡＩＴ、ＦＩＳＣＡＭ 与 ＣＯＢＩＴ 的角度比较接近，
都是针对信息系统的控制，ＧＡＩＴ主要关注一般控
制，ＦＩＳＣＡＭ则包括一般控制与应用控制两大方
面。ＩＴＩＬ、ＢＳ７７９９ 和 ＣＯＳＯ 分别是针对 ＩＴ 服务、
信息安全和内部控制的，又各有一套方法和体系。

ＣＯＢＩＴ在修订的过程中注重学习和吸收世界上其
他先进的标准与方法，将其融合到自身的结构中，

加强了 ＣＯＢＩＴ基于风险的 ＩＴ 一般控制、ＩＴ 服务、
信息安全和内部控制等方面，并允许用户根据其

特点与需求，将 ＣＯＢＩＴ与 ＧＴＡＧ、ＧＡＩＴ、ＦＩＳ ＣＡＭ、
ＩＴＩＬ、ＢＳ７７９９、ＣＯＳＯ等有机地结合，从而更好地实
现信息系统审计目标。

三、我国信息系统审计框架的构建

构建信息系统审计框架，将便于人们加深对

信息系统建设与应用过程的理解，指导审计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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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相应的机制，将信息系统建设与应用的全部

过程置于有效的管理与控制之下。

１． 参照准则的选择
在众多信息系统审计国际准则中，本文认为

应该选择 ＣＯＢＩＴ 作为主要参照。这是因为 ＣＯ
ＢＩＴ与其他准则相比具有以下优势。

首先，ＣＯＢＩＴ 的体系结构比较系统。ＣＯＢＩＴ
特有的三维三层体系结构较其他相关国际准则更

具系统性。ＣＯＢＩＴ 框架将 ＩＴ 过程、ＩＴ 资源及信
息、企业的策略与目标联系起来，形成一个三维的

体系结构。三维体系中具有清晰的层次：最上层

是执行概要，专门为资深管理层解释 ＣＯＢＩＴ 的关
键概念和原则；第二层是控制目标，“自上而下”

地根据域、过程、任务活动三个层次对总体目标进

行分解，确定了 ３１８ 个具体控制目标，并给出详细
的系统管理策略、措施及注意事项等；第三层是指

导实务的管理指南、审计指南和应用工具集，提供

了管理与审计的工具与方法，定义了度量模型，并

围绕控制目标提出了相应的审计流程和改进建

议。ＣＯＢＩＴ的这种层次分明的体系结构便于从纷
繁的问题中明确目标、理清思路，指导各级审计人

员开展信息系统审计工作。

其次，ＣＯＢＩＴ的内容比较完善。多个信息系
统审计相关准则中，ＧＡＩＴ、ＦＩＳＣＡＭ主要集中在信
息系统控制上，ＩＴＩＬ 关注于 ＩＴ 服务，ＢＳ７７９９ 针对
信息安全，ＣＯＳＯ 则从内部控制的角度出发，而
ＧＴＡＧ颁布时间较短，还处于不断完善中。ＣＯＢＩＴ
的内容覆盖信息系统整个生命周期中的各个过

程，可指导开展基于风险的过程导向的信息系统

审计，涉及 ＩＴ 治理、内部控制、ＩＴ 服务、信息安全
等多方面。而且，ＣＯＢＩＴ 能够与其他信息系统审
计准则较好地融合，它在特定的领域显得更加

完善。

最后，ＣＯＢＩＴ 的国际认可度较高。ＣＯＢＩＴ 经
过十余年间多个版本的完善，从 １． ０ 版局限于审
计，经过 ２． ０ 版关注控制、３． ０ 版关注管理，发展
到 ４． ０ 版上升至治理的高度，体现了信息系统审
计研究和发展的过程。目前 ＣＯＢＩＴ 的最新版本
４． １ 已比较成熟。ＧＴＡＧ、ＧＡＩＴ 等发布时间不长，
而 ＦＩＳＣＡＭ 的主要对象为政府 机 构，ＩＴＩＬ、
ＢＳ７７９９、ＣＯＳＯ等应用范围也有明确限定。因此，
在多个信息系统审计准则中，ＣＯＢＩＴ 的国际认可
度最高，已在全世界一百六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重要组织与企业中得到运用。我国在信息系统审

计的研究与发展中，应尽量借鉴国际成功经验，实

现与国际惯例接轨。

２． 构建思想
我国信息系统审计框架的构建，一方面要以

ＣＯＢＩＴ等信息系统审计国际准则为参考，借鉴其
基于控制、关注业务、面向过程、逐层分解的控制

架构，利用其现有的指南等成果；另一方面，要从

我国信息系统审计研究与应用的特色出发，充分

考虑技术、文化等方面的东西方差异。

我国信息系统审计框架应基于 ＣＯＢＩＴ 的思
想，从系统的角度，采用自上而下的方法，以控制

目标为中心，用多层次控制目标指导对信息系统

的控制和审计。控制目标应按照域、过程和任务

活动逐步细化，可借助 ＣＯＢＩＴ 的“控制目标汇总
表”确定各个 ＩＴ 过程的具体审计目标，并通过评
估被审计信息系统在各个层面上是否达到了控制

标准来确定信息系统的控制风险水平。管理指南

应给出度量信息系统安全、可靠与有效的指标体

系，给出为管理者提供评估标准的度量模型。其

中成熟度模型可以帮助确定被审计信息系统是否

符合行业和国际标准，通过与行业和国际标准的

比较，审计师可以了解被审计信息系统的固有风

险水平。ＣＯＢＩＴ的审计指南为评估机构或信息系
统审计师对信息系统进行分析、评估和实施审计

提供了建议与指导，可以直接应用于信息系统审

计，对我国开展信息系统审计具有很好的启示和

指导作用。

但是，我国信息系统审计框架不能照搬 ＣＯ
ＢＩＴ。ＣＯＢＩＴ是适用于西方文化和技术环境下的
基于控制的信息系统审计体系，而我国信息系统

审计是传统审计在信息化环境下的发展。我国的

信息系统审计关注信息系统中数据的真实性、合

法性、正确性，即我国实施的是以面向数据为主的

信息系统审计，兼顾信息系统本身。我国今后的

信息系统审计将以数据式审计为基础，以控制为

目标，以风险为导向，加强面向信息系统本身的审

计。我国信息系统审计框架需从中国国情出发，

以 ＣＯＢＩＴ中的控制目标为中心，针对信息系统中
的面向系统和面向数据的控制措施，以管理指南

和审计指南为指导，根据其主要涉及的是信息系

统本身还是信息系统所处理的数据，分别指引我

国面向系统的信息系统审计和面向数据的信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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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审计。

３． 框架结构
本文基于对 ＣＯＢＩＴ 等信息系统审计国际准

则的研究，结合我国信息系统审计研究与应用现

状，提出一个适用于我国的基于 ＣＯＢＩＴ 的信息系
统审计框架，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基于 ＣＯＢＩＴ的信息系统审计框架

该框架以信息系统控制目标为核心。按照审

计的范围，该框架将信息系统审计分为面向系统

和面向数据两个大的范畴。参照国际惯例，将信

息系统控制分为一般控制和应用控制。面向系统

的审计主要是对信息系统一般控制的审计，面向

数据的审计主要是对信息系统应用控制的审计。

如框架所示，一方面，企业或组织可根据 ＣＯＢＩＴ
管理指南实施面向系统和面向数据的信息系统管

理与控制。另一方面，信息系统审计师可根据

ＣＯＢＩＴ审计指南设计并开展系统审计与数据审
计，通过获取审计证据，来客观评价被审计单位的

信息系统，并提出改进建议。

系统层面由组织管理、信息系统生命周期管

理、配置管理三个部分组成。组织管理包括以风

险管理为中心的进度管理、成本管理、质量管理等

内容。组织管理可参照 ＣＯＢＩＴ 中的管理指南加
强对进度、成本和质量的管理，并建立起度量指标

和评价体系，促进组织实现目标并增加价值。信

息系统生命周期管理是针对信息系统整个生命周

期的，包括获取、供应、开发、运作、维护等过程，参

照 ＣＯＢＩＴ 中的规划与组织、系统获得与实施、交
付与支持、运行性能监控四个域开展针对 ＩＴ过程
的控制和审计。配置管理在信息系统生命周期中

识别、定义包括涉及信息系统环境的所有软硬件

配置项，并将其基线化，是灾难恢复与业务持续计

划的基础，也为问题管理、变更管理和发布管理等

提供基础。

数据层面由应用程序、数据文件两个部分组

成。应用程序主要实现信息系统的数据输入、处

理、输出功能，对应用程序的审计需借助多种数据

校验方法和检测技术，保证应用程序控制是健全

有效的，保证程序编码的正确性、有效性，从而实

现完整、准确的数据处理。数据文件是信息系统

中原始数据、处理的中间结果和最后结果的存储

所在文件，对数据文件的审计就是要实现对信息

系统当中数据的真实性、正确性、完整性、合法性、

安全性进行评价。信息系统审计师根据 ＣＯＢＩＴ
控制目标确定对应用程序和数据文件的审计需

求，参照管理指南和审计指南完成数据审计任务。

我国急需制定与完善有关信息系统审计的准

则与指南。在制定信息系统审计准则时，需广泛

而深入地研究国际信息系统审计准则，借鉴它们

的先进理念和成功经验，但同时也要注意文化、技

术、工具等方面的差异。本文提出的基于 ＣＯＢＩＴ
的信息系统审计框架是一个在我国当前信息化条

件下对 ＣＯＢＩＴ及其他相关国际准则的应用研究，
在引进 ＣＯＢＩＴ 等国际准则的先进思想与体系的
同时，又能实现与我国信息系统审计的实际情况

相结合。本文力图推动我国信息系统审计的研究

与应用的进一步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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