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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電腦輔助稽核技術提高

稽核成效
電子發票（收據）時代來臨，逐筆人工審核方式已不可行。稽核人員應學習如何利用電腦輔助稽

核技術 （CAATs） 分析大數據資料，來進行持續性稽核，以降低稽核成本與發揮內部控制功能。

本文簡介大數據對稽核人員的影響及因應之道，並透過案例說明電腦輔助稽核技術在政府機關的

應用。

　黃士銘、黃劭彥、吳東憲（國立中正大學會計與資訊科技學系教授、國立中正大學會計與資訊

                                                               科技學系教授、逢甲大學會計學系助理教授）

壹、大數據對稽核人

員的挑戰

根據 Doug Laney （2012） 

的定義，「大數據」是大量、

高速度及資料類型多樣的資訊

資產。針對大數據必須透過更

符合成本與效率的創新方式來

處理分析資料以提升決策能

力，這樣的發展趨勢對於稽核

人員是一大挑戰。以企業的會

計或財務人員為例，傳統會計

單位是擔任各項交易的記錄、

覆核、保存與分析之角色。面

對大數據的時代，企業需要即

時性的資訊以瞭解績效或進行

成本分析。若會計或財務人員

缺乏分析大數據的技能，就無

法即時提供正確且可靠的會計

資訊，以至於其功能可能被擁

有分析能力之資料分析人員取

代。

鑒於充分挖掘並運用大數

據來執行稽核工作已是時代發

展的必然選擇，政府稽核人員

需要的不僅是對於會計、統計

與審計的知識觀念，更需要學

習資料分析之技能，以提高稽

核成效。中國國務院於 2014 年

提出「探索在審計實踐中運用

大數據技術的途徑，加大數據

綜合利用力度，提高運用信息

化技術查核問題、評價判斷、

宏觀分析的能力」； 2016 年

更明確提出「構建大數據審計

工作模式，提高審計能力、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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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和效率，擴大審計監督的廣

度和深度」，規劃並進而成立

國家審計大數據研究中心，而

中國各省市配合此規劃相繼推

出「財政聯網審計」的計畫。

行政院主計總處很早即開

始推動相關政府歲計會計事務

自動化作業，開發中央政府各

公務機關的「政府歲計會計資

訊管理系統」，之後亦陸續建

立各種作業需要的資訊系統，

因此相關的主計大數據框架已

具雛型。我國當前面對社會與

經濟轉型之際，如何有效地整

合相關主計資訊、確保這些數

據資料的品質、提升 E 化環境

的內部控制及稽核能力、提供

給相關行政部門有效的分析與

預警資訊，進而達到有效決策

與風險管理的目標，成為稽核

人員在面對新時代的新挑戰。

貳、電腦輔助稽核技

術

電 腦 輔 助 稽 核 技 術 

（C o m p u t e r - a s s i s t e d  a u d i t 

techniques, CAATs），其字面

包含「電腦」一詞，故常被誤

以為是資訊人員的使用工具，

然而實際上它卻是以會計背景

人員為需求所開發出來的資訊

工具，也被全球的稽核（審

計）人員大量使用。最早的 

CAATs 工具是由 Dr. Hart Will

於 1973 年所提出的通用稽核軟

體（Audit Command Language, 

ACL）。Dr. Hart Will 是 國 際

知名的會計、審計與會計資訊

學者，他強調學習 CAATs 的方

式就好像是學習功夫或音樂一

樣，重點是在如何透過工具來

進行分析與不斷的演練。因此 

CAATs 的架構有別於一般資訊

系統，特別強調 "Meta-Model"

的概念，透過「批判式思考」 

（Critical-Thinking） 活用各類

查核程式來建立其分析架構，

而學習者只要學習批判式思考

的方法，體認其內涵並活用這

些方法，就可以輕鬆的達到有

效的資料分析與查核效果。 

由於此方式和稽核（審

計）人員專業知識養成的推演

模式類似，因此 CAATs 已廣為

全球超過 160 國的相關人員所

採用。供許多國家的審計機關、

財務 / 主計 / 稅務機關、會計

師、鑑識人員與稽核（審計）

人員廣泛應用於數位化資訊的

分析與查核上。圖 1 為稽核（審

計）工具的演化圖，國際電腦

稽核教育學會 （ICAEA） 更

將 CAATs 定位其為當前稽核

（審計）人員面對大數據分析

時代的必備使用工具。

參、政府機關應用

C A ATs 案例

奧地利財政部利用 CAATs 

工具來協助稽核觀光稅收的完

整性，由於相關餐飲業者（如

酒吧、餐廳、渡假村等）的資

料散佈在不同部門的電腦平台

圖 1　稽核（審計）工具演化圖

資料來源：ICA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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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透過使用 CAATs 從不同平

台以及不同的資料格式收集稅

收相關資料進行查核比對。例

如比對釀酒商的出貨與酒吧以

及餐廳的進貨，發現許多酒吧

與餐廳有 40％的酒類未記錄，

導致政府稅收短收，進而追回

大量的稅收。使用 CAATs 不僅

提升資料彙整與快速分析的效

率，也達成資料全查的效果，

改善了過去人工抽查的無效率

與高成本問題。

我國審計部使用 CAATs 

進行查核工作已超過 10 年，早

期先進行國稅局的查核，發現

查核效果顯著，進而推廣至其

他項目之查核。根據民國 103

年政府審計年報之資料，應用 

CAATs 查核之案件為 845 件，

其中 33％為收入面、23％為支

出面以及 44％為經營管理面，

通知各機關依法補徵稅款及其

他財務上繳庫事項之金額為

8.76 億元。由此可知，審計部

門運用 CAATs 查核的件數相當

多，追繳金額亦屬龐大。

透過國內外的案例可以發

現，目前 CAATs 在政府單位的

應用已經由傳統的稽核走向持

續性稽核，不僅提升稽核（審

計）人員工作效率，其應用大

數據分析的結果更大幅提升政

府的財政效能。

肆、 運 用 C A ATs 作

法－以國庫收入

實現與繳庫作業

為例  

以稽核國庫收入實現與繳

庫作業為例，政府已明訂收入

實現數繳庫相關規範如下：

一、出納管理手冊第 10 點規定

出納單位保管庫存現金，

並逐月核對由會計單位收

轉之銀行存款核帳清單，

查核是否與帳面結存相

符，如有不符，應編製銀

行存款結存差額解釋表。

二、會計人員應依內部審核處

理準則第 21 條規定，審核

現金、票據之處理情形，

確認出納保管、暫收及代

收之現金與帳面結存相

符，以避免公款被竊取的

情形發生。

本文透過目前最普遍的

CAATs 工具－ ACL 來說明稽

核人員如何使用 CAATs 建立

電腦稽核程式，快速達到持續

性稽核的運作環境。圖 2 為電

腦稽核程式開發的基本八個步

驟，我們依此步驟說明開發稽

核程式的過程。

一、設定查核目標

某機關發現民眾至出納繳

交規費、押標金及履約保證金

後，業務單位僅將自行收納款

項統一收據及申請書等資料予

以收存備查，至於出納是否將

款項確實繳入公庫，可能存有

圖 2　電腦稽核程式開發步驟

資料來源：稽核自動化知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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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妥善控管造成財務損失的風

險，因此擬定下列查核目標與

項目如表 1。

二、獲得資料

經由上一步驟規劃查核項

目後，接下來就分析需要取得

那些資料來完成這些查核，以

下為此個案分析後需要取得的

相關資料檔如表 2。

三、讀取資料

將上述相關表格透過 ACL 

稽核軟體所提供的資料匯入功

能，將查核資料匯入至電腦稽

核軟體上，準備開始進行資料

分析的工作，如圖 3。

四、驗證資料

資料匯入後，必須驗證資

料的完整性。資料如未進行驗

證，將可能導致資料不完整或

不正確，可以利用 ACL 稽核軟

體所提供的驗證指令（Verify）

功能驗證資料，以確保資料屬

性與指定欄位型態相符，透過

其他相關簡易的指令來進行核

帳與抽單驗證，確認資料無誤

後才可以進行資料分析。

表 2　查核項目相關資料

圖 3　ACL 使用介面

表 1　查核目標及項目

查核目標
款項收取後是否依相關規定處理，並將已收得之規費

依規定時限繳入公庫。

查核項目

1. 收款後是否均開立收據？

2. 開立收據後是否均予以列帳？

3. 規費開立收據後是否均予繳庫？

4. 規費是否於規定時間內銷號繳庫？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表單名稱 系統別 檔案格式

收款收據明細表 出納管理系統 PDF

國庫庫款收入對帳明細表 國庫支付業務系統 PDF

歲入實收數明細分類帳 會計資訊系統 EXCEL

保管款明細分類帳 會計資訊系統 EXCEL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資料來源：ACL 的操作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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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分析資料

ACL 稽核軟體已建立許

多稽核程式，這些程式是由幾

個稽核指令所組合而成，稽核

人員只要學習套用這些稽核程

式，通常就能快速地完成電腦

稽核程式開發。例如以本案例

的查核項目「規費開立收據後

是否均予繳庫」為例，由於國

庫支付業務系統與出納管理

系統所提供的資料表間，並無

單一明確之關鍵對應欄位，

因此要進行二者之間的直接勾

稽比對有其困難度。這種無關

鍵欄位可以比對的狀況，一般

使用的稽核程式為模糊比對 

（FUZZY MATCH） 法，本案

例就利用此稽核程式來進行，

透過機關、年度、項目、摘要、

金額與接近的日期來進行比

對，即可以列出相關的可疑資

料後再由人工來進行更進一步

的深入分析。有關此稽核程式

的稽核流程圖如圖 4。

六、報表輸出

最後可以將查核結果以

Word、PDF 等格式輸出成為查

核底稿，並說明完成稽核該作

業的相關查核發現或需要進一

步改善的事項。

七、匯出 LOG 產出程式

ACL 稽核軟體可以將使

用者所操作的查核步驟記錄下

來，只要點選 LOG 內所需的

項目，就可以匯出與指定程式

名稱，即完成稽核程式開發。

八、設定排程持續稽核

使用 Window 的排程設定

功能來設定稽核程式的執行時

間，即可以在固定的時間持續

的執行此稽核程式，達到持續

稽核的效果。

伍、由持續性稽核到

持續性監控

一般而言，開發完成電

腦稽核程式後即可以達到持續

性稽核的基本效果，若要達到

更佳的效果與有效的管理，則

需要建置完整的自動化分析平

台架構。透過自動化分析平台

的導入，使組織可以用較低成

本的方式進行持續性稽核，建

立自動化獨立稽核驗證機制，

降低成本、提升效率，增進驗

證有效性與正確率，並且可以

依照實際需求設定查核週期，

自動產生異常報告通知權責單

位，達到事前稽核之目的；另

可進一步導入持續性監控作

業，確保連續性風險監督與控

圖 4　開立收據尚未繳庫之電腦稽核分析流程圖

KEY
(

)

KEY
(

)

JOIN
MANY

JOIN
UNMATCH

JOIN
UNMATCH

SET
FILTERSummarize

KEY

JOIN
UNMATCH

Append

Append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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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有效性，以組織的策略與

目標為基礎，自上而下的管理

與進行持續性的監控風險（圖

5）。

陸、如何因應大數據

分析帶來的影響

與挑戰

隨著大數據分析技術的蓬

勃發展，將對相關資料統計分

析及稽核工作造成衝擊，這些

衝擊的影響及其因應作法，包

括：

一、作業模式的改變

大數據分析的技術將會

衝擊到許多現行的作業模式，

使許多作業方式越來越自動化

與智慧化。依據經濟學人智庫 

（EIU） 在美國 2014 思想領袖

會議發表研究報告中指出，未

來 5 到 10 年，科技衝擊將讓白

領階級「自動化」，白領機器

人（人工智慧）將逐漸取代中

階工作者，至 2033 年時，全球

更將有電話行銷、會計稽核、

零售業銷售、房屋仲介經紀等

行業消失。傳統核帳、對帳、

調查與統計等高耗人力的工作

將會漸漸消失，而能夠撰寫相

關專業程式的人才將會有更大

的需求。筆者認為此分析未必

完全正確，但可以預見的是，

大數據時代的來臨對相關人員

會是一個衝擊與機會。

二、內部控制程序的改變

電腦環境下，資訊系統

有如一個黑盒子，容易產生缺

乏交易軌跡、系統缺乏職能分

工、資料未適當保護致使資料

流失等風險，導致舞弊發生可

能性增加。為因應內部控制程

序改變，稽核人員需建置有效

之內部控制程序文件，並透過 

CAATs 評估內部控制制度設計

及執行之成效。

三、稽核證據與資料儲存

方式的改變

隨著資訊科技的進步，

傳統憑證已漸漸被電子資訊取

代，例如電子發票、電子票券、

網路銀行等。對稽核人員而言，

利用現代化資訊科技與工具之

輔助來進行其專業工作更顯重

要。

四、查核規劃的改變

圖 5　持續性稽核及持續性監控管理平台架構

CAATs 

資料來源：黃士銘、黃秀鳳、周玲儀 （2013），稽核自動化的發展趨勢，會計研究月刊，第 32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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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作業流程、內部控制

程序、稽核證據與資料儲存方

式的改變，間接影響查核規劃

考量因素，包含：電腦處理各

項作業之複雜度、受查的電腦

資訊系統作業之組織結構、取

得電腦作業資料之難易程度、

應用電腦輔助系統的固有風

險、與稽核人員使用 CAATs 的

成熟度等因素。

五、對資料分析技術能力

的需求增加

CAATs 技術可以有效且

快速地協助稽核人員面對大數

據時代的挑戰，透過持續性稽

核以提高資訊的正確性與可靠

性。許多的研究顯示稽核工作

具有專業性，因此讓稽核人員

學習以其專業知識為主軸的資

訊工具，會比其他人員更具優

勢，大大降低其學習難度，進

而發揮專業價值。

柒、結語

所謂「工欲善其事，必先

利其器」，大數據時代稽核人

員必須學習新的資訊科技與工

具的使用。期許稽核人員可以

運用 CAATs 工具，透過大數據

分析作業提升稽核成效，並有

效發掘相關內部控制不足的作

業與提供預警風險資訊，俾對

內部控制及稽核工作未來的發

展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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