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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师事务所智能审计的改进对策

注册会计师基于风险评估阶段中

确定的审计疑点、重点进行实质性程

序来应对认定层次的重大错报风险。

在进行细节测试中，建立分析性审计

中间表可以对反映某项经济业务的信

息进行整合处理，使得注册会计师获

得有关该项业务的所有细节信息。

（五）终结审计工作

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对审计数据

库进行以风险为导向的审计流程设

置，并设定各类数据的自动化关联，

及时发现工作底稿与取证单之间定性

信息、数字、问题等不相符以及风险

应对方案中的问题没有得到落实的现

象，并且自动出具涵盖存在审计建议、

问题、项目实施基本情况的初步审计

报告。

二、会计师事务所实施智能审

计的问题分析

（一）政策法规匹配度不够

首先，现行的《注册会计师法》《审

计法》等审计行业相关的法律法规更

加适用于传统审计；2015年中共中央

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

完善审计制度若干重大问题的框架意

见》及相关配套文件，建议构建大数

据审计工作模式，但对于审计工作的

流程和标准没有明确法律规定（黄嫦

娇，2019）。其次，我国仍存在计算机

软件与财务软件、财务软件与审计软

件不相容、无法辅成的问题，对于数

据标准问题、软件兼容问题的法规制

度比较少，导致审计人员在应用上理

一、智能审计的流程分析

（一）业务约定书的签订

会计师事务所在决定是否接受审

计业务之前，需要对企业的整体风险

以及管理层诚信问题进行评估，并按

照审计信息系统中已设置的成本和定

价模型，确定审计项目的收费价格。

在确保审计人员自身具备独立性和专

业胜任能力、不存在因管理层诚信问

题而影响注册会计师保持该项意愿的

情况以及双方对业务约定书均无异议

的前提下，会计师事务所才可以接手

该项业务并签订业务约定书，进行审

计计划阶段的作业制定。

（二）风险评估

智能审计下对现代信息技术的灵

活运用能够高效地识别和评估企业重

大错报风险，及时建立审计预警，锁

定重点、疑点目标，向审计重点、疑点

调配审计资源，节约审计成本；而数

据库实时更新的特点能够实现持续审

计，延伸了时间维度，对风险的评价

更加全面、系统。

（三）控制测试

随着信息技术运用到各行各业

中，对被审单位信息系统的审计逐渐

演变为控制测试的主要内容。在初步

判断被审单位信息系统预期运行有效

的情况下，审计人员利用审计数据库

导入被审单位实时更新的业务财务数

据，因此控制测试的时间更倾向于期

中进行。 

（四）实质性程序

饶瑾 宋夏云■

解不够、效果不佳。最后，大数据时代

下“数据”是核心，各行各业关于数据

隐私安全、数据保密管理等仍缺乏健

全的制度规范，对大数据平台建设的

政策性支持还有所不足。

（二）数据平台建设存在困难

首先，在采集被审单位的审计数

据时，由于各个行业、单位的数据库

类型、格式、数据属性都有所差异，要

一次性导入各类原始和再生的审计数

据几乎不可能（阳杰等，2008）；XBRL

能够解决企业内外部对财务信息的搜

集和处理问题，但是其针对的是企业

会计信息系统产生的再生数据，对于

底层数据的顺利导入无法产生作用。

其次，维护数据安全是构建审计数据

平台应考虑的重点问题，但数据库的

数据存储、授权管理、访问管理等还

存在诸多威胁因素，例如黑客、病毒、

信息窃取等。

（三）信息技术应用不到位

一方面，只有8.6%的企业在日常

工作中运用了大数据审计，56.1%的

企业目前正在使用信息化系统对企业

财务进行审计，而所谓的信息化系统

审计只是在传统的手工审计基础上增

加了计算机技术，审计数据只是在信

息系统之间进行转移，另外还有39.1%

的企业还在使用传统审计方式（黄嫦

娇，2019）。另一方面，近年来，我国

对于审计软件的开发和应用取得了一

些进步，例如海关、银行等行业中使

用智能审计软件，但是总体上我国审

计市场仍然存在发展不平衡、审计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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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开发难度大、维护成本高且通用性

低等弊端，并非是众多软件商热衷于

涉足的领域。

（四）审计人员能力相对不足

一方面，由于目前对审计信息化

的主观认同度不够、对智能审计的相

关学习培训不到位、对审计人员的再

教育不够重视等原因，审计人员的专

业素养呈现参差不齐的状态，一二线

城市的大型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人员普

遍专业素质较高，而三四线城市审计

人员的水平则较低，对于计算机的高

级操作能力较弱（黄嫦娇，2019）。另

一方面，即使注册会计师掌握了较好

的计算机基础知识和审计软件的操作

技能，但是对于实际工作中用计算机

语言编写审计程序等较高水平的操作

还欠缺，需要软件程序员的专业帮助。

三、会计师事务所实施智能审

计的改进对策

（一）以审计信息化国家战略为指导

智能审计应以审计信息化国家战

略为指导，按照审计署提出的“总体

分析、发现疑点、分散核实、精确定

位、系统研究”的信息化审计思路，

加大对现代信息技术审计分析力度，

“自下而上”从底层数据出发，进行多

方位、跨行业的关联分析，精准识别

和有效应对重大错报风险，提高审计

效率。

（二）建立智能审计的规范与标准

一是建立统一的大数据标准体

系。只有在统一的大数据标准下，才

能进行数据挖掘、数据分析等审计方

法的运用，有关部门应重视标准体系

的建设，采用与国际标准体系研究接

轨、结合国情深化我国体系建设的方

法开展工作。二是完善数据安全法规

体系。针对多结构化的数据类型以及

多样的数据库类型分别建立不同的规

范体系，审计机关可与相关数据安全

机构合作，开发数据安全软件并推广

使用。

（三）重视审计数据平台的构建

构建审计数据平台是突破信息

孤岛障碍、梳理数据相关关系、发挥

数据核心作用的关键步骤。审计数据

平台由数据服务器、数据库、数据管

理系统三个部分组成。数据服务器是

审计数据库的基础设备，在此服务器

上利用计算机技术进行数据采集（采

集、存储、清理、过滤）以及数据导入

的活动。可采用Oracle、SAS、MySQL

等数据库技术处理结构化数据，利用

NoSQL数据库、Hadoop等处理半结

构化或非结构化数据，再根据《信息

技术会计核算软件数据接口》（GB/T 

－ 00）统一数据接口，顺利进行数据

导入，并利用审计中间表工具对数据

进行分类整理。数据库则包括审计方

法库、法律法规库、历史业务资料库，

其中审计方法库包含审计专家经验

库、审计方法模型。数据库是审计业

务的“大后方”，通过审计问题的输入，

利用深度学习、全文搜索Solr技术、

关键词搜索、搜索引擎（如HBase、

Cassandra、MongoDB）等技术关联到

任何相关的信息，例如适用的法律法

规、专家经验、审计方法、审计程序

等，或者对比历史业务资料库的历史

参考值、企业分析值、标准参考值来

对导入值进行数据分析，自动化生成

审计工作底稿。数据管理系统具有存

储、截取、安全保障、备份等基础功

能，主要负责审计数据库的安全管理

问题，其中包括数据剩余、数据沿袭、

数据机密性以及数据完整性（曹婷，

2020）。该管理系统能够对数据库进行

操纵和管理、实现数据库对象的创建、

数据库存储数据的访问管理、用户管

理等。

（四）加强大数据审计人才的培养

智能审计在要求专业性的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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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需要审计人员具备计算机技术、管

理知识等综合性能力。首先，各个行

业以及注册会计师个体都应该认识到

智能审计的发展趋势，建立“审计专

业+信息技术”的思维模式，努力提

高自身的专业水平，同时增强对信息

技术的学习，增加相关理论知识的储

备，并将信息技术运用到实践中去处

理各种审计问题；其次，在计划审计

阶段组建审计队伍时，需要注重配置

掌握计算机技术、大数据技术等的专

业人才，适当调整审计队伍结构，增

强审计人员的互补性；最后，对于培

养单位（政府、会计师事务所、高校

等）来说，要重视对大数据审计人才

的培养，培养方式要与时俱进，可引

进一些高级审计软件等实践操作设

备，让学习人员进行模拟应用，增加

实战经验。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基于腐败治

理视角的国家审计问责机制优化与实施路径

研究”<18BZZ062>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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