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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审计的根本出路在于信息化，信息化的关键在于数字化。
审计信息化、数据化不只是一种理念，更是一种手段、一种方式和一种发展趋势。
当前的审计信息化建设，以金审工程为依托，以创新审计方法和技术手段为基础，着力提高审计工作
的技术含量和技术水平，目的是促进公共管理行为的进一步规范，促进公共管理绩效的进一步提高，
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发挥审计保障国家经济社会健康运行的“免疫系统”功能。
　　建立数字化审计工作模式，除了计算机和网络等物质条件外，更需要广大审计干部发挥聪明才智
，积极探索符合我国审计工作实际的先进技术方法。
要提高对审计信息化建设重要性、紧迫性的认识，重视信息化的工程建设，还要创造条件培养更多的
高技术人才，让掌握先进技术的人员发挥更大作用。
　　2001年，审计署开始计算机审计中级培训，其目标是使参加中级培训的审计人员成为计算机审计
骨干，标准是“五能”，即：一能打开被审计单位数据库；二能将被审计单位的数据导出到审计人员
的计算机中并转换成为审计人员可阅读的数据格式；三能使用具有查询分析功能的通用软件或审计软
件来查询、分析数据；四能在审计现场搭建临时网络；五能排除常见的软硬件故障。
2001年印发了中级培训大纲，编写了中级培训教材；2007年又对中级培训大纲进行了修改。
　　近10年来，审计署举办了29期集中培训，同时指导地方审计机关参照审计署的模式自行培训，组
织了42次计算机审计中级水平考试，共有3314人通过了严格的考试。
这些同志中的绝大多数在审计一线发挥了骨干作用，更重要的是经过强化训练，建立了信息化条件下
如何开展审计的思维，建立了现代计算机技术用于审计工作的思维，提高了这些审计业务骨干的综合
素养，使我们的审计工作效率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审计工作的知识含量和信息化水平也得到了很大的
提高。
　　计算机技术在发展，审计的手段和方式也在变革，中级培训工作也应与时俱进地革新。
本着创新、继承和调整的改革原则，审计署计算中心与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结合教学实践和计算机技术
的新发展，对中级培训各门课程的大纲和教材的修改逐一进行了反复研究，最终确定了课程保留、调
整、完善的内容，形成了《审计署计算机审计中级培训大纲（2010版）》，重新编写了《审计署计算
机审计中级培训系列教材（2010版）》。
期待更多的审计人员通过中级培训教材的学习，理论联系实际，成为计算机审计的能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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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书共10章，分硬件篇和软件篇两部分，介绍计算机的硬件系统和软件环境。
第1章从冯&#8226;诺依曼体制人手，讲述计算机体系结构知识，概要介绍计算机的基本组成原理。
第2章至第5章分别讲述计算机系统的各个子系统，向读者详细介绍组成计算机的基本构件，使读者对
计算机硬件有深入的理解，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计算机的硬件安装。
第6章介绍硬盘分区及系统安装，是计算机使用的基本前提和必经步骤。
第7章主要介绍Windows系统更深入内部的知识及操作，特别是Windows的体系结构、内存管理、注册
表管理与应用、动态链接库及注册服务等。
第8章介绍非常有效但通常被忽略的桌面信息管理工具Outlook 2007的使用。
第9章介绍互联网基础与计算机系统安全等知识，讨论数据安全问题。
第10章从中级应用的角度介绍程序设计和信息系统开发建设及信息系统审计的基本知识。
　　本书注重理论和应用相结合，既强调实用性，又不乏系统性和科学性。
　　本书可作为审计人员或相近行业人员的中级培训教材、高等院校计算机基础课程的教材或教学参
考书，也可供广大计算机爱好者阅读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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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代微处理器是在1972年由英特尔公司研制的8位微处理器Intel8008，主要采用工艺简单、速度
较低的P沟道MOS电路，由它装备起来的计算机称为第一代微型计算机。
　　第二代微处理器是在1973年研制的，主要采用速度较快的N沟道MOS技术的8位微处理器。
代表产品有英特尔公司的Intel8085、摩托罗拉公司的M6800、Zilog公司的Z80等。
第二代微处理器的功能比第一代显著增强，以它为核心的微型计算机及其外部设备都得到相应的发展
，由它装备起来的计算机称为第二代微型计算机。
　　第三代微处理器是在1978年研制的，主要采用H-MOS新工艺的16位微处理器。
其典型产品是英特尔公司的Intel8086。
Intel8086比Intel8085在性能上提高了10倍。
由第三代微处理器装备起来的计算机称为第三代微型计算机。
　　从1985年起采用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32位微处理器，标志着第四代微处理器的诞生。
典型产品有英特尔公司的Intel80386、Zilog公司的Z80000、惠普公司的HP－32等。
由第四代微处理器装备起来的计算机称为第四代微型计算机。
　　1993年英特尔公司推出第五代32位微处理器芯片Pentium（中文名为奔腾），它的外部数据总线
为64位，工作频率为66～200MHz。
　　1998年英特尔公司推出PentiumⅡ、Celeron，后来又推出PentiumⅢ。
第六代微处理器都是更先进的32位高档微处理器，工作频率为300～860MHz，主要用于高档微机或服
务器。
　　微机具有体积小、重量轻、功耗小、可靠性高、对使用环境要求低、价格低廉、易于成批生产等
特点。
所以，微机一出现，就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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