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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数字经济的到来，海量数据过载与急需信息贫乏的“数据悖论”也困扰着人们。条数据是导致

上述问题的根源之一，也是产生“信息孤岛”、“数据独裁”、信息扭曲等困境的重要原因。本文依据块数据理

论、赫布定律、智能机器人工作原理及会计信息多变量特征，提出会计块数据是探解会计智能机器人数据悖

论的关键，进而界定了会计块数据的内涵和特征。本文旨在为智能会计理论构建及实务推进提供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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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数据悖论”：困扰会计智能机器人的 

问题

随着物联网技术迅速发展，社会从小数据时代进

入大数据时代。物联网技术产生的海量数据，具有大量

（Volume）、多样（Variety）、价值（Value）、高速（Velocity）

的 4V特征。以文档、HTML（超文本语言）、图片、音频、

视频等形式存在的非结构化数据与结构化数据，关联纠缠

在一起，产生了巨大的复杂性，导致难以高效获取有效的

信息和知识。

会计作为信息系统，旨在通过对经济业务数据进行收

集、加工、处理，获取经济活动规律，从而为人们进行经济

行为选择提供信息。随着信息技术发展，会计数据处理方

式经历手工处理、机械处理、电子计算机处理、网络化处理

几个阶段（许金叶，2014）。当前，会计数据处理正向会计大

数据处理阶段或会计智能机器人阶段①发展。人们在欢呼会

计大数据的到来，更呼唤着会计智能机器人的快速到来。

然而，当前我们面临数据丰富而信息贫乏的情况。数

据不是信息，也不是知识，更不是智慧（余绪璎，2001），

但数据却是形成信息、知识甚至智慧的原料。数据要形成

会计信息、变成会计知识，需要经历会计大数据挖掘 (Data 

Mining)和会计智能机器人处理。企业为获取决策需要的

信息和知识，花费了大量成本进行会计大数据的收集、处

理、使用和保管等工作，但是并没有达到预期。人们发现，

企业仍然存在“数据悖论”：一方面，企业产生包括小数据

和大数据的海量数据，出现数据过载现象 ；另一方面，这

些数据并没有产生有用的信息和知识，也没有帮助提升企

业经济价值，相反还可能陷入“信息孤岛”和“数据独裁”

等困境（数据侵犯隐私和数据伦理等问题这里不展开）。许

多企业产生并存储着大量数据（例如我国四大国有银行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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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来产生了大量数据），而这些数据不仅没有

产生应有的价值（如通过二次使用产生效益），反而耗费了

企业大量存储成本和管理成本。

数据悖论是一个“缠绕不已、难以理清”的问题，一直

困扰着会计智能机器人的发展，也阻碍着企业数字经济的

发展。当前会计教育和会计实务的很多争论恰好是会计智

能机器人数据悖论的表现。大数据论者与人工智能论者认

为，宇宙由数据组成，人工智能技术能够解读数据并驱动

世界。在大数据技术及人工智能技术迅速发展的今天，高

校应该顺应历史潮流，用大数据会计专业、智能会计专业

来取代或逐渐淡化传统的会计和财务专业。与这种言论相

对应的，是会计实务界的会计职业消亡论。而技术工具论

者则认为，大数据技术及人工智能只是人类创造的工具，

是“雕虫小技”而“不足挂齿”。大数据技术及人工智能只

是工具，不能够替代会计。过分追逐大数据技术及人工智

能可能会损害会计健康发展。

谁为本，谁为末？孰为体，孰为用？只有用事实和逻

辑来阐明。从数据输入的特征入手，本文认为，“条数据”

不仅导致上述问题的产生，更会产生“信息孤岛”和“数据

独裁”、信息扭曲等困境。依据块数据理论、认知心理学的

赫布定律、智能机器人工作原理及会计信息多变量特征，

本文提出会计“块数据”是探解智能会计的数据悖论的关

键钥匙，进而界定了会计块数据的内涵和特征，旨在为智

能会计理论构建及实务推进提供理论支撑。

二、条数据到块数据 ：破解数据悖论的关键

1.条数据 ：行为艺术导致道路“瘫痪”的背后秘密

根据《每日邮报》2020年 2月 4日报道，德国柏林的行

为艺术家西蒙 •韦克特，拉着一辆装着 99部手机的手推车

沿着街道悠闲地散步，在谷歌地图上，他所走路的路线居

然眨眼间从畅通的绿色变成拥堵的红色，从而让一个区域

的空旷道路都陷入“瘫痪”。利用手机卫星定位系统，西蒙 •

韦克特完成了一部《谷歌地图黑客》的行为艺术“作品”。

抛开这个行为艺术的其他话题，从会计智能机器人的

视角，为何手机信号这个大数据会导致谷歌地图软件产生

bug ？它对会计大数据分析及其软件开发有什么启示呢？

这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从哲学角度，数据是事物现象的表征，是获知事物知

识的桥梁。数据所蕴含的价值可以与原料、石油能源等相

提并论。实际上，谷歌地图软件主要是根据手机数据来进

行交通情况分析。而手机数据只是交通场景中一个条数

据，不能全面反映交通场景的实际情况。

在此，就涉及到“点数据”“条数据”“块数据”的概念。

所谓“点数据”，是指在事物单个节点的数据，呈现离散的孤

立数据。零星的照片、音频等点数据，没有桥梁的连接，虽

然数量大，但是由于零散，价值有限，小于集合数据的价值。

在会计领域，点数据表现为每个会计分录的数据。所谓“条

数据”，是指在某个行业和领域呈条状串起来的数据（陈刚，

2015）。由于信息技术发展的限制，当前的大数据主要以条

数据（单变量）的形式存在。而“块数据”，则是指多个条数

据有机整合在一起。例如，声音可以用录音机制作，图像可

以用相机拍照制作，这都是条数据。而录制一条视频，可以

同时包含一个人的声音与图像，而且这两者有着密切的关

联，视频就是块数据。相对城市整体数据来说，教育、交通、

安全等都是行业数据，都是条数据，而整个城市的数据就是

块数据。一般说来，条数据具有如下基本特征 ：数据源自事

务流、领域单一、数据封闭、数据垄断等（陈刚，2015）。

由于谷歌地图只以手机导航信息这个条数据作为判

断道路是否拥堵的标准，没有兼顾其他数据，因此造成了

误判。这就是行为艺术带来道路“瘫痪”的真正原因。

2.条数据的缺憾 ：无法解释事物真相

某个行业或领域内单维度下的点数据集合，就形成了

条数据。条数据是点数据的指向性集聚，这种集聚一定程

度上实现了同类数据的关联，有利于对某个行业或领域的

把握和预判。但是，条数据存在以下问题 ：

一是管理成本较高，且容易导致决策失误和预测失

真。条数据的安全性不够高，在互联网状态下，存在被人

们无成本地复制、滥用的风险，从而海量零散的信息使得

互联网处于一种混沌的状态，容易产生数据泛滥、信息无

效、信息不足、信息扭曲等一系列问题（点数据更是如此）。

这些问题会提高人们对信息获取、加工分析和预测的难

度。数据泛滥产生甄选成本和监管成本，产生信息疲劳 ；

  ①大数据技术与智能机器人的工作原理基本上一致。只不过大数据技术侧重于处理对象为大数据，而智能机器人侧重于算

法。在本文中，如果没有特殊说明，两个词汇的含义是一致的。为统一起见，本文主要用智能机器人来表述。

会计块数据：探解会计智能机器人数据悖论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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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无效、信息不足主要表现为针对特定问题的信息不

够，容易引发决策集体的无意识行为，导致决策依赖事后

结果（俗称马后炮）；信息扭曲则指信息偏离事物真相，容

易导致决策失误。

二是容易产生“信息孤岛”和“数据独裁”。条数据通

常是特定领域、部门、行业的特定维度的数据，被特定机

构拥有甚至垄断，数据之间连接不够，容易形成“信息孤

岛”；同时，过分依赖条数据，容易产生“数据独裁”（即只

靠数据说话，而忽视事物本原），加上条数据内容比较单

一，容易使得数据描述出现以偏概全，产生“信息茧房”，

导致数据预测偏差。

3.块数据产生的背景

社会各界都在积极探索并尝试解决上文提到的数据

悖论。以Google为代表的互联网企业，为了解决数据价值

的外部性难题，通过空间信息（地图信息）的载体把各种

条数据联在一起，发展基于空间信息系统的大数据。通过

对我国贵阳市政府推行大数据建设及其应用过程经验的

总结，陈刚（2015）发表《块数据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

提出块数据的概念范畴及块数据理论。随后，大数据战略

重点实验室（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和贵阳市人民政府共

建）组织出版《块数据 大数据时代真正到来的标志》《块数

据 2.0 大数据时代的范式革命》《块数据 3.0 秩序互联网与

主权区块链》等专著，总结了块数据引领大数据时代的范

式革命和块数据建设秩序互联网的理论和实践成果。除了

贵阳市政府的块数据建设外，北京雄安新区城市大数据资

源中心也推进政府块数据平台建设，即构建一个基于大数

据技术和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的开放式智能城市块数据

平台。它承担着汇聚雄安新区全域数据、统筹新区数据管

理、实现新区数据融合应用的重要任务。

4.块数据的内涵与特征

块数据概念的提出者并不是高校学者，而是来源于实

践部门的大数据战略重点实验室。所谓块数据，“就是以一

个物理空间或行政区域形成的涉及人、事、物的各类数据

的总和。”“块数据包括人的数据、物的数据，以及人与物、

物与物的关系数据，构成了各种活动和事物的数据”（陈刚，

2015）。块数据贯穿大数据的产生、存储及应用的过程，它

来源于人、事、物等各类活动所产生的数据 ；它存储于通

过开放、共享和聚集的数据平台 ；它应用于依靠抓取、比

对、封装等各种技术对数据进行交叉、解构、融合，挖掘数

据资产内在的功效。块数据不是“条数据集合”，而是“条

数据集构”。与条数据不同，块数据具有高度关联性、立体

性、强活性、主体性、开放性等特征和优势（陈刚，2015）。

总之，块数据不是大数据的分支，更不是大数据的翻

版，而是大数据发展的高级形态。块数据是以人为原点的

数据社会学范式，核心是用数据技术去分析人的行为、把

握社会规律、预测人类未来。块数据是一场由科技引发的

社会变革，它将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社会生活方式，改

变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

三、会计条数据到会计块数据 ：会计智能机

器人的基本要求

1.赫布定律 ：人脑的知觉获知原理

人类之所以能够处于生物链的顶端，是因为具有其

他生物不具备的人脑。然而，人脑的奥秘却仍然是未解之

谜。人类一直在探索人脑之谜，其中，“赫布定律”（Hebbian 

Rule)自 1949年提出以来，一直是为世人所公认的人脑的

知觉获知原理。

“赫布定律”也叫赫布假说（Hebb’s Postulate）或细胞

结集理论（Cell Assembly Theory)，由加拿大心理学家唐纳

德 •赫布于1949年在《行为的组织》一书中提出。赫布认为，

人类的大脑由上千亿个神经元联接而成，其中，单个神经元

对人脑的知觉获知没有起到关键作用，每个神经元联合起

来的神经网络履行知觉获知的功能。与计算机只进行0或1

两种选择的逻辑运算一样，神经元对输入刺激信号的反应

方式要么通过轴突激发一个冲动（1的逻辑运算），向回路

中相邻的一个神经元发出信号，要么相反，没有激发一个

冲动（0的逻辑运算），不向发出路中相邻的一个神经元发

出信号。同时，神经元也并非对所有输入的刺激信号产生

激发信号，它只对一定强度的输入刺激信号产生激发（输

出）信号。更重要的是，如果神经元A的突触对一个输入刺

激信号产生激发信号时，如果同步参与的临近神经元B的

突触也对一个输入刺激信号产生激发信号，那么，神经元A

的突触产生激发信号的效能就得到增强，同时，神经元B的

突触产生激发信号的效能也会得到增强。神经元A和神经

元B等就组成细胞集合，这些同步激发的突触就会被强化。

如果神经元A上的一个突触不能和其他神经元B的突触同

步激发，单个神经元受激发所产生的输出信号会被抑制。这

就像管弦乐队中不合拍的演奏者经常被当作蹩脚的角色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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剔除。共同激活的神经元容易联合形成细胞集合。人脑神

经元间的网络联系就是通过各个神经元的神经冲动联接起

来，并逐步强化和完善，来达成人脑的认识过程。

总之，人脑的知觉获知是通过一群细胞（细胞集合）

形成的网络而不是通过单个细胞来实现的。同时，人脑的

学习呈现出阶段顺序的特征。如果一个事件一连串的多种

刺激信号同时且连续发生，交互关联的细胞集合会同时被

激发，这就导致了相关观念（知识）的产生。一项知识在

细胞集合形成熟练刺激之后，未来只需触动较少的神经细

胞，便可引发该项知识。因而，人脑前期的学习需要建立

细胞集合，后期的学习则依赖学习阶段顺序的重新整合。

2.“联合学习”：计算机处理数据的类脑原理

依据类脑理论，机器学习主要是指计算机（类脑）模

仿人脑的神经系统结构进行学习，模仿人的神经元运行规

律进行信息加工与处理。赫布定律可以用于解释机器人

的“联合学习”（Associative Learning）。在联合学习中，通

过多种信号同时对细胞集合的神经元进行刺激，使得神经

元间的突触强度增加。这样的学习方法被称为赫布型学习

（Hebbian Learning)。赫布型学习应用到机器学习时，就需

要将同领域内的知识同时在机器学习中进行信息输入。赫

布定律为从条数据向块数据输入奠定了理论基础。

3.输入决定输出 ：人工智能工作的原理之一

当前人工智能主要以机器学习为主，而机器学习主要

包括深度学习、神经网络等技术。它们共同的工作原理是，

软件系统在分析一个已知数据集（训练数据）的基础上，

建立和编写出预测 /计算模型，并反复修正该预测 /计算模

型，使之与已有数据（检测数据）相拟合，然后用此预测 /

计算模型来预测新的事件。

从上文机器学习的基本工作原理可以看出，数据（训

练数据和检测数据）是人工智能工作的前提。如同“巧妇

难为无米之炊”，没有数据（训练数据和检测数据），人工

智能就难以获得新的知识。

4.以经过处理的块数据进行输入 ：会计智能机器人产

生作用的前提

数据挖掘也遵循输入决定输出的原理，要实现真正的

会计智能机器人，首先要解决会计数据的输入问题。必须

是结构化数据与非结构化数据、业务数据与会计数据的并

行输入，才能够实现真正的大数据分析，实现大数据与小

数据的结合。例如，两个男女组成夫妻所形成的经济行为，

与两个单身男女的经济行为是不一样的。数据世界里有个

公开的秘密 ：所有的数据一开始都是“脏数据”，只有处理

后真正符合需要的数据，才不是“脏数据”。仅有条数据是

无法满足数据需要的，必须对条数据进行梳理与集构，按

真实世界块数据的内在关系进行复原，才能够形成会计块

数据，才能够解决“脏数据”的问题。

四、会计块数据 ：内涵、特征及生成

（一）会计信息具有块数据的性质 

会计信息需要用到非结构化数据、结构化数据，且融

入了会计机理，笔者认为，会计信息本身就具有块数据的

性质，理由如下 ：

1.会计信息是由多种数据集成的价值信息

相对于企业价值活动的信息系统，企业生产系统信

息、销售系统信息、人事系统信息、统计信息等是分部门

的、单方面的信息，是一个维度的信息，也就是前文提到

的条数据。会计是反映企业价值活动的信息系统，需要与

生产系统信息、销售系统信息、人事系统信息、统计信息

等集成，才能系统地反映企业整体运营情况。例如，作为

会计信息中的核心信息——成本，就是料、工、费等信息

加工而成的信息。

2.块数据是会计功能履行的反映

一般说来，价格是市场无法直接加总市场上供需双方

偏好与需求情况下最有效的信息，而且，价格作为供需双

方的“简洁”“有效”的沟通方式，可以自发形成自洽的市

场秩序。之所以价格能够担负此功能，是因为价格是供需

双方无数不可表达、精微的偏好或需求的集中表现。价格

是各种条数据集成的块数据。同样，作为反映企业价值运

动的信息系统，会计信息系统采用货币计量，具有促进企

业资源有效配置、充分利用的价格功能。会计信息也是企

业所有资源要素活动的结果，是各种资源要素条数据集成

的块数据（许金叶，2016）。

3.块数据是会计运行的体现

首先，完整的会计信息输入是块数据输入，而不是条

数据输入 ；是全面数据输入，而不是片面数据输入。原始

凭证作为会计信息系统的起源，包含了原始凭证名称、客

户名称、发票代码及号码、商品编号及名称、规格、单位、

数量及金额、业务发生时间、开票单位销售公章、开票人

签字或盖章、税务章等数据。如果输入数据不全面或不正

会计块数据：探解会计智能机器人数据悖论的关键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财务研究  2022 年第 4 期

42 43

确，不仅难以形成会计数据，而且可能会导致错误的经济

行为。例如 ：在不同环境下企业面临一个低于利润的订单

价格，企业是否接受该订单，需要不同的决策。如在市场

失衡、企业失衡（双失衡态）下，当企业面临一个低于利润

的订单价格，只要净现金（付现收入－付现成本）大于等

于 0，企业就不能够按传统理论不接受该订单，相反，应

该和社会上不同经济体抱团，接受订单（许金叶，2021）。

因此，完整的会计数据输入是块数据输入而不是条数据输

入，是全面数据输入而不是片面数据输入。

其次，会计数据输入是与时俱进、序时动态输入，而

不是随时输入、未与时变化的数据。时间不可逆，不仅是

自然界的规律，也是社会经济活动的规律。作为对企业价

值活动的反映，会计数据呈现序时运动的规律，即会计数

据输入是序时动态输入，而不是随时输入未与时变化的数

据。例如，张仲景的汤药歌中的“熬”字，只有考古到张仲

景出生时期的地方方言，才能够明白“熬”是“炒”的含义。

这里面是从张仲景人生的“条数据”，序时找到当时的河南

地方方言（块数据），才能够真正解决问题。同样，不同时

间场景下同样业务的会计信息是有差异的。例如，国家对

固定资产的投资有补贴政策与没有补贴政策时，企业对固

定资产的投资行为不一样，企业固定资产的实际成本也是

不一样的。此类例子不胜枚举，这里不深入分析。

（二）会计块数据的内涵与特征

1.会计块数据定义与结构

会计块数据是以会计域为载体构建的领域块数据。域

具有哲学范畴上的含义，即“依据共同性质所构成的一个

集合”。会计域着重强调企业以反映企业价值活动为目的

而形成的集合。本文认为会计块数据的定义可以表述为 ：

所谓会计块数据，是企业价值活动域中涉及企业经济业

务的人、事、物及其活动等各类数据的集构。会计块数据包

括人的数据、物的数据、经济业务的数据，以及经济价值活

动为核心所涉及人与物、物与物的关系数据，构成了具有象

（非结构化）、数（结构化）且融有会计机理的数据，能够通过

开放、连接和共享的形成机制与应用机制发挥聚合效应。

会计块数据是在大数据的 4V特征+“无形性与黏性”

的会计大数据特征（许金叶，2014）的多维变量特征基础

上形成的数据多方体。由于多维变量具有N种变量属性（N

的具体变量数由实际情景而确定），为简单起见，把会计

块数据简化为时空构成的四维结构，即由时间维、空间维

两大维度构成，而空间维由“象”维（非结构化数据）、“数”

维（结构化数据）和技术维等折叠而成。具体请参见图 1。

时间维由年度、季度、月度、实时等不同时间段组成，

这些时间段具有嵌套性质，即实时嵌套于月度，月度嵌套

于季度等等。各种时间维是指块数据依据时间运行进行有

序的排列。时间是事物存在的方式，社会时间是不可逆的。

会计数据是序时数据，会计块数据应该按时间方向呈现序

时排列。由于各种数据时间共时性存在技术上困难，因此

本文认为可以根据时间继起原则进行数据排列，例如按过

去时段、实时时段、未来时段的不同时段进行数据构建。因

此，时间虽然简单，但却是会计块数据中的重要关联维度。

空间维由“象”维（非结构化数据）、“数”维（结构化

数据）和技术维组成（见图 2）。由于多维时空体难以可视

化展示，依据数据的折叠与嵌套性质，本文把会计块数据

空间维展示为一个多方体块数据。其中，折叠性质是指“把

物体的一部分折过来与另一部分挨在一起”。这里主要指

会计块数据通过“折叠”能够改变会计块数据的空间结构；

嵌套性质是指块数据具有如套娃一样的嵌套关系，每个块

数据下的条数据可以由所嵌套的条数据或块数据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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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维数据可以有社会经济基础数据、社会经济行为

数据 ；行业经济基础数据、行业经济行为数据 ；企业经济

业务基础数据、企业经济业务行为数据等。这些空间维数据

呈现嵌套关系，其中行业数据是社会数据的下层数据，企

业数据是行业数据的下层数据。同时，每个层面的数据都

是具有更细条数据的块数据，如，社会经济数据是自然资

源条数据、社会资源条数据的块数据 ；企业经济业务数据

是作业链条数据、物流链条数据、资金链条数据的块数据。

“数”维数据由证、账之“数”、报表之“数”、商业分析

之“数”组成。证、账之“数”又可以有原始凭证之“数”、

记账凭证之“数”及各类账户之“数”；报表之“数”又有资

产负债表之“数”、利润报表之“数”、现金流量表之“数”

及各类特殊分析的报表之“数”；商业分析之“数”又有财

务会计分析之“数”、管理会计分析之“数”。企业空间维数

据是依据会计核算与分析的内在逻辑关系，遵循空间并存

的原则来搭建的。同时，企业会计块数据的空间维数据构

建可以依据企业会计数据的特殊情况自由选择和搭建，没

有完全标准的模式。 

技术维这里主要指数据存储技术，分为数据库、数据

仓库、数据湖、数据湖库或数据湖仓一体化几种，其中数

据湖仓一体化（数据湖与数据仓库的融合）的存储技术与

数据湖库的存储技术的功能与特点基本一致，此处略去不

表。数据库、数据仓库、数据湖、数据湖库、数据湖仓一体

化反映了数据存储技术更新迭代的发展阶段，具体内容如

表 1所示。企业会计块数据不仅涉及结构化数据（“数”维

的数据），而且涉及到非结构化数据（“象”维的数据），因

此，只有数据湖阶段及之后的数据存储技术才能满足要求

（因为能存储非结构化数据）。

2.会计块数据的特征

会计块数据以企业价值活动为主体，是一种嵌套有序

表 1 数据存储方式差异

数据湖库 数据湖 数据仓库 数据库

数据存储结构
结构化、半结构化、非结构化以及
二进制数据

结构化、半结构化、非
结构化以及二进制数据

结构化数据
以结构化数据为主，必要
时可以存储二进制数据

数据处理模式 读时模式、写时模式 读时模式 写时模式 写时模式

数据加载 具有数据湖和数据仓库的加载模式 无需分类，自由定义 预先分类 全量加载、增量加载

灵活性
无数据冗余、高可扩展、无缝数据
治理、较少数据漂移，更加灵活

没有数据仓库的结构，
灵活

高度结构化的存储
库，耗时

存储的数据量较少，可以
达到实时查询

数据访问
工具可以直接访问数据以进行分
析，更快的交互式查询与真正的数
据民主化相结合

包含更多的相关信息， 
这些信息有很高概率会
被访问，并且能够为企
业挖掘新的运营需求

用于存储和维护长期
数据，因此数据可以
按需访问

主要用于事务处理，对实
时性要求较高，需要按时
查询访问，一般以缓冲池、
内存、随机、顺序读取

安全性

提供了跨管道维护正确的访问控制
和加密以确保数据完整性的选项。
不需要管理所有数据副本的安全
性，安全管理变得更加容易和具有
成本效益

无监督，安全性较差
有监督管理，安全性
较好

具有严格的用户安全管理、
视图管理、数据加密、事
务管理、故障恢复、数据
备份与恢复、审计追踪，
安全性较高

成本
实时端到端流媒体，查询成本低；
更加容易管理，管理成本低

更快查询结果只需较低
存储成本

更快查询结果会带来
较高存储成本

存储成本相对灵活，高低
取决于需求

图 2 会计块数据空间维构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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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联集构，可以实现序时并行和动态自组织。具体表现

为以下特征 ：

一是以企业价值活动为主体。与块数据以人或物的活

动为起源的特征一样，会计块数据也是着眼于人或物的活动

为核心。由于企业所有人或物的活动的主旨都以创造价值

活动为前提，因此，会计块数据以企业价值活动为主体。会

计块数据关注的是围绕企业价值活动过程中所有“人或物”

发生的各类事件的条数据总和，强调的是对点、线、面数据

的全面集成。比如，关注企业价值活动过程中技术数据流、

作业流、物质数据流、资金数据流、人才数据流等，实现对

企业价值基本活动数据的全记录，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析，

对企业价值活动形成全面、准确、精细化的勾勒与描述。

二是关联集构。块数据是点数据、线数据、面数据、

块数据的总和及组构②。点数据有单点数据、多点数据 ；

条数据有单条数据和多条数据 ；面数据有单一层面和多个

层面数据。条数据是块数据的构成元素，能够在块数据中

响应其他条数据、块结构的需求和约束，能够灵活确定自

己的位置和角色。块数据在集合过程不是简单堆砌，具有

节点、网络、脉络及其自身内在的逻辑运行规律。

三是嵌套有序。会计块数据不是简单的平面关系，而

是呈现复杂的多层次多方体结构。依据颗粒度差异，块数

据依据事物内在关系呈现嵌套关系。小的块数据嵌套于大

的块数据，同时，这些嵌套不是杂乱无章，而是有内部的

有机关系。

四是序时并行。由于时间不可逆，作为对单向运动的

价值运动的反映，会计块数据也是呈现序时形态。块数据

是由许多条数据、块数据集构而成的，由于时间性质的存

在，它们必须是并行存在。因此，会计块数据具有序时并

行的特征。

五是动态自组织。连接、开放、共享是会计块数据形

成与应用的基本机制。会计块数据之间、会计块数据与条

数据之间、会计条数据之间与时俱进，相互交换、加工、组

合、衍生后组团交换。会计块数据边界富有弹性且动态呈

现 ；会计块数据的块间联系充分且相互催化 ；呈现块块关

系互联。块数据具有重构与自我修复能力，它能够对条数

据的选择、纠偏、组合，也能够对块数据自我定位、宗旨、

功能进行修复和重构。

五、结束语

会计信息系统的性质、功能与运行都揭示了从会计

点数据、会计条数据发展到会计块数据的必然性，同时，

人脑知觉获知的“赫布定律”、计算机处理数据的“联合

学习”原理、智能机器人的基本原理和数据挖掘的输入决

定输出原则等提供了从会计点数据、会计条数据发展到

会计块数据的可能性。块数据由于数据间的关联关系，单

个条数据造假，就必须同时对其他条数据进行相应的造

假，这必然增加块数据的造假成本，同时也会提高被发现

的概率。因此，进行会计块数据的建设，不仅将有助于提

高会计机器人决策的智能化水平，也将有助于会计信息

真实性的提升。

会计块数据具有象（非结构化）、数（结构化）且融有

会计机理，在基于大数据 4V特征+“无形性与黏性”会计

数据的多维变量特征基础上形成数据多方体，通过开放、

连接和共享的形成机制与应用机制发挥聚合效应。从会计

条数据到会计块数据是会计智能机器人走出数据悖论的

有效思路。企业必须提升点数据、条数据关联分析和多维

融合，实现“1+1>2”的块数据聚合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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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unting Block Data: The Key to Solving the Data Paradox of 
Accounting Intelligent Robots

XU Jin-ye 

Abstract: With the adv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the “data paradox” of massive data overload 
and the lack of urgently needed information have plagued people. Piece of data is one of the root 
causes of the above problems, and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reason for the dilemma of “information 
island”, “data dictatorship”and information distortion. Based on the block data theory, Hebb’s 
law, the working principle of intelligent robots and the multi-variable characteristics of accounting 
information,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the accounting block data is the key to solving the data 
paradox of the accounting intelligent robot, and then defines the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ccounting block data.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lligent accounting theory and the promotion of its practice.

Key words:  accounting block data; accounting intelligent robot; Hebb’s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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