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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越 来越复杂，其间必将存在冗余、互补，甚至相互矛盾。

如何利用多源信息融合技术将来自不同“传感器”的信息处

理，形成一个对未来审计工作有用的数据库，是此技术在审

计信息资源库建立中所要实现的目标。多源信息融合技术具

体运用过程主要由三个步骤组成 ：

1. 数据预处理。这 里的数据预处理是由神经元网络模

型实现的，各探头获得的信息经网络处理后得到与识别对

象的相关量作为该系统的预处理结果。

2. 信息融合。依据 Dempster—Sharer 证据推理理论，由

预处理部分所得到的识别输出结果，求得相应的基本概率分

布函数值。然后利用 Dempster 的合并规则，进行信息融合

处理。                                                 

3. 分类与识别。根据研究的对 象和环境条件确定缺陷

的分类决策，系统依据该决策规则进行识别。

（二）具体工作流程                                             

多源信息融合技术在建立信息资源子库中大致思路如

下 ：首先明确这项工程的核心是按多源信息融合理论方法，

以审计目标和项目管理特点为基础，再对以上明确的审计项

目信息资源框架体系内容即子信息库所需数据，进行科学的

识别、探测、采集、关联和组合，最后形成新的信息特征。然

后汇集事务所资深会 计师及相关领域专家的经验和知识，

对这些信息进行分析利用，并形成有助于注册 会计师进行

审计判断和评价的子库信息，予以编辑。

多源信息融合技术参与审计信息资源子库建设的具体工

作流程是 ：对中国的行业根据不同的标准进行分类。每个行

业，可以单独作为一个总体项目，作为分析的起点。总体项目

的设定，可以根据事务所执业范围前瞻性地确定。会计师事

务所应该注意对行业数据的搜集、整理、分析，从而形成行

业信息资源子库，以此为基础完善其他信息子库，从而形成

各子库间的相互嵌入式关系，为总库的完善奠定基础，而总

库的信息分布渗透在各子库项目的各管理环节中，形成多源

性的子库项目信息群。从审计主体和审计时间轴上来说，各

审计组、各期审计成为了获取子项目的主传感器，其他鉴证

业务或非鉴证业务，临时性业务，只能起到辅助获取信息的

功能，这个过程相当于各个子库采集子项目信息主要是通过

各种类型的传感器官，源源不断获取信息资料，并进行加工

处理汇集到总库系统。每一个传感器构成了一个信息源，由

于每一种传感器都有其各自的使用范围和精确度，因此仅依

靠单一传感器是无法满足准确地了解未知环境和研究对象的

要求的。所以，采用多传感器系统以及相应的多源信息融合

技术，将提高对事物和环境认识的可靠性和准确性。

多源信息融合技术在审计信息库中的运用可分为三个层

次。具体第一层次，在审计过程中，对于同样的审计目标，例

如年报审计，由审计组每年对每个行业及行业下的子行业进

行审计时，附带进行子项目信息的采集并进行处理，获取对

未来审计具有实际作用的信息。按照信息融合的第二层次要

求，对上述审计子项目信息进行互联、相关、信息组合，将从

所有子项目采集来的信息进行分类组合汇集、处理，形成描

述总体项目有关的审计信息资源库。第三层次，融合后的信

息形成了总体项目新的信息特征，这种由单一信息价值到融

合信息价值的发展，实现了信息的后续指导价值功能。作为

审计项目而言，原来单一项目、局部、短暂的信息，此时有了

大量的全局、持续的信息（如具体行业的营业收入 水平、资

产规模、利润水平等），形成了新的具有可比、可参考性质的

信息，让我们认识到了更深入的信息现象，用先进经验知识

对这些信息进行综合分析，进而改善和提高识别判断审计对

象信息的能力，这就大幅度提高了审计工作水平。当然事务

所在具体利用多源信息融合技术建立行业资源信息子库时，

不是要求将所有行业都履行相同的程序获取信息建立子库，

而是需要事务所前瞻性地对本所集中的一些行业或优势行

业来投入资源进行子库信息的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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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审计信息资源库框架体系

● 短讯

不久前，由浪潮集团主办的“2010中国大型集团企业管理

信息化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来自财政部、国资委、工业和

信息化部有关领导和专家学者及100多家大型集团企业高管共

300余人参加了本次高峰论坛，共同探讨了新形势下集团企业

管理信息化的发展趋势。大家一致认为，中国集团企业信息化

迫切需要从战略、流程、人才和技术等多方面营造竞争优势，

推动IT战略与业务战略的融合，实现管理创新与业务转型。	

（本刊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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