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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大数据背景下审计信息化建设的思考
彭贵熙

（蒙自市审计局，云南 曲靖 661199）
摘 要：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数据对人们生产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大数据这一概念也被越来越频繁的提及。习近平总书记在中

央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强调，要坚持科技强审，加强审计信息化建设。以及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审计机关依法履行审计职责，实现审

计监督“全覆盖”。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推进落实“审计全覆盖”，迫切需要审计机关加快审计信息化

建设，充分利用大数据审计手段，向信息化要资源，向大数据要效率。本文就对如何在大数据时代开展审计信息化提出几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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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技和社会的发展，数据的数量不断增加，质量也不断提

高。进入 21世纪，人们更加注重数据在人类社会生产生活中的作
用。信息技术和计算机网络的兴起，对大量数据进行分析、查询、处

理成为可能。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从网格到云计算，从

结构化数据到文章、图像、音频食品等半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数据大

量涌现，数据规模和种类也在快速增长。审计被各种信息包围着，积

极探索和创新大数据时代审计信息化建设的方式方法，应对海量信

息给审计工作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是审计人员亟待解决的重要课

题。

1 审计信息化建设及大数据审计现状
1.1 审计信息化建设推进缓慢，大数据审计平台建设滞后
随着“金审工程”一、二期不断推进，完成了审计管理系统

（OA）、现场审计实施系统（AO）的部署，有效的促进了审计“免疫系
统”功能的发挥。同时，会商系统的部署，审计计划统计管理软件、腾

讯通的应用，深化了审计信息化程度，极大地提高了审计业务质量

和审计管理效率，扩大了审计覆盖面。但随着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

发展，特别是大数据技术方法应用的日趋广泛。在“金审工程”三期

工程尚未建成落地前，现使用的 OA、AO系统、审计计划统计管理
软件在数据采集、分析、可视化展示、审计成果利用等方面已难以满

足审计需求。如：AO系统自投入使用以来长期未更新维护，数据采
集模板未及时更新，部分较新版本的财务软件备份数据无法导入。

以及缺少大数据审计分析功能模块、可视化展示等功能。其次，审计

计划统计管理软件在审计情况统计过程中，仅能根据审计情况填写

计划、台帐，生成报表。在需要某期间的审计情况统计数据时，只能

打开报表找到所需数据人工进行统计，无法根据用户需要自定义列

示审计所需统计数据，不利于审计成果利用，同时也暴露出审计信

息化程度有待提高。

1.2 大数据审计在审计全覆盖过程中作用发挥不明显、效率不
高

大数据审计是提升审计监督效能，实现审计全覆盖的必由之

路。通过“总体分析、发现疑点、分散核查、系统研究”的审计模式，

系统、全面地揭示问题。大数据审计可运用于财政、税收、部门预算、

医保资金、脱贫攻坚、重大政策措施落实、民生保障等领域的审计过

程中。目前主要运用于一级预算单位预算执行审计过程中，在其他

行业审计监督过程中未充分发挥作用。其次，由于各单位财务会计

人员处理账务不规范，在记账过程中存在填写摘要不统一或精简的

情况。以致在数据分析过程中仅通过凭证中“摘要”字段进行筛查

时，增大了审计疑点数据的模糊性，同时增加了疑点核查组分散核

查的工作量，未能充分发挥大数据审计的效能。

2 审计信息化建设及大数据审计面临的困难
2.1 数据获取不充分

大数据审计主要是基于海量数据的利用分析。海量的数据资源

来源于各部门、行业的财务电子数据和业务电子数据。没有集中规

范的基础数据作支撑，大数据审计工作将无法开展或因为数据不完

整将无法达到预期的审计效果。然而在数据采集过程中还存在数据

获取不充分的问题。一是数据壁垒难于破除。在采集各部门业务电

子数据过程中，部分单位出于行业数据保密性要求，不能批量提供

相关电子数据，如公安系统的人员信息、死亡人员信息和车辆信息

等。二是因为部分单位系统体制架构的原因，电子数据存储在上级

主管部门，同级或下级审计机关较难协调采集到相关电子数据。如

税收数据主要存储于省级税务机关，州、县审计机关较难采集到相

关电子数据。县级预算单位财务数据、社保数据主要存储于州级机

关，县级审计机关难以采集到相关电子数据。三是基层乡镇信息化

工作相对滞后，很多业务工作主要使用非结构化电子表格存储。如

低保发放、特困人员补助、残疾人员补助等惠民政策补助通过一卡

通发放的相关电子数据主要采用非结构化电子表格存储。在采集相

关电子数据时，面对格式不统一、存储不规范的电子数据需要整理

转换成结构化电子数据导入数据库，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审计人员的

工作量。同时还存在存储的非结构化电子数据关键字段缺失，致使

审计分析数据无法利用。

2.2 信息化审计队伍建设不足
审计信息化建设及大数据审计工作的推进，离不开专业技术人

员的支撑。大数据的应用需要既懂计算机、网络、数据库又懂审计的

复合型人才，涉及数据仓库、数据集市和数据挖掘等技术。然而州县

级审计机关配备专业技术人员不足的问题普遍存在，部分县市配置

1至 2名专业技术人员，有的县市甚至由其他审计人员兼职审计信
息化工作。大部分审计人员业务老化、知识结构单一，多数熟悉审计

业务，但对于计算机、数理统计学科的掌握相对不够，难以胜任大数

据时代进行数据挖掘、数据分析等要求。在实现巨量财务业务电子

数据采集、清理、转换、入库、分析、核实等工作时，难以在有限的时

间内高效完成。同时，目前还存在信息化审计人员对专业技术知识

更新不及时，新技术掌握不充分的情况。如对 SQL Server编程、
Orcle数据库应用、Python技术应用、数据挖掘技术和可视化分析技
术应用的欠缺，以致难以突破现有技术应用的瓶颈，无法提高大数

据审计效率和扩大审计成果。

3 加强审计信息化建设尧提升大数据审计运用的措施
3.1 构建电子数据管理中心，部署数字化审计分析平台
通过构建电子数据管理中心集中统一存储跨区域、跨行业、跨

年度的电子数据。建成一个动态更新的大数据库，依托动态数据库

服务大数据审计。同时，电子数据集中存储、授权访问有利于降低数

据安全隐患。近年来，随着大数据审计应用的日趋广泛，审计机关采

集了很多涉及个人隐私、行业机密的电子数据，诸如建档立卡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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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信息、房产信息、车辆登记信息、工商登记信息等等，由于审计人

员经常需要携带笔记本电脑和存储设备外出审计，一旦不慎丢失，

将存在严重的数据安全隐患。通过电子数据集中存储、授权访问能

够有效降低该安全隐患。构建电子数据管理中心还需要建立健全大

数据采集、管理机制，定期开展大数据采集工作。并创新数据采集机

制，积极协调上级审计机关数据共享。同时建立健全大数据应用机

制。

部署数字化审计分析平台是对集中存储电子数据分析结果的

桌面呈现，根据运用“总体分析、发现疑点、分散核查、系统研究”的

数字化审计模式，通过数字化审计分析平台的数据分析模块实现窗

口化操作，对分析疑点数据一键式分发。强化审计结果可视化，便于

提供系统性决策参考。通过部署数字化审计分析平台将很大程度上

降低审计人力资源不足的制约，同时提升审计质效，强化审计信息

化建设。

3.2 实行审计档案电子化管理模式
实行审计档案电子化管理模式是加强审计信息化建设的一部

分。通过审计档案电子化管理，强化审计成果共享，同时加大对审计

反映问题的整改力度。在审计档案电子化管理的过程中，特别是审

计发现的主要问题、延伸调查的部门和单位、采集整理的电子数据

和证据清单、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落实情况进行电子化管理，有助

于审计人员共享审计经验和避免重复审计。并及时跟踪审计反映问

题的整改落实情况，有效发挥审计监督效能。

3.3 注重信息化人才队伍建设
技术终归要依靠人来实现，信息化人才队伍建设是加强审计信

息化建设、发挥大数据审计效用的保障。要加强信息化人才队伍建

设，一是强化信息化培训工作，开展具有针对性的培训。以往审计机

关也开展了很多类似的培训，但是培训效果并不理想。培训工作中

应当注重层次化的培训，其中可分为非信息化审计人员的基础性培

训和信息化审计人员的专业性培训。同时采取多样化培训方式，包

括以审代训、跟班学习、对外交流学习。二是注重数据分析团队建

设。因为每个审计机关配备审计信息化人员不足，通过组建数据分

析团队可以整合资源，集中力量实施数据分析攻坚克难。三是强化

学以致用，注重审计实践。每个审计机关都有几名通过计算机审计

中级培训的人员，但经过培训后长时间不实践应用，最终没有达到

培训的效果。四是审计信息化人员应当注重知识更新。学习新技术、

新理念。不应当满足于目前掌握的计算机审计知识，应当突破现有

知识瓶颈，加强对空间数据与结构化数据关联分析、机器学习算法、

非结构化数据分析、Python技术应用、可视化分析、智慧审计等大数
据审计技术方法的学习。

4 结束语
大数据时代审计信息化建设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我

们要敢于面对各种挑战，不断更新理念、夯实基础，实现大数据与审

计业务的有机融合，不断提升审计信息化水平，努力当好“经济卫

士”，充分发挥经济社会健康运行的“免疫系统”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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