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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时代： 本土事务所信息化建设需要新突破 

（来源：中国会计报，2019-07-09） 

 

近年来，全球信息化发展面临的环境、条件和内涵正发生深刻变

化，人类社会对信息化发展的迫切需求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同时，

全球信息化进入全面渗透、跨界融合、加速创新、引领发展的新阶段，

并引发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

智能、机器深度学习、区块链、生物基因工程等新技术，驱动网络空

间从人人互联向万物互联演进，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服务将无处

不在，现实世界和数字世界日益交汇融合，人类迈入数字经济时代。 

    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已不可避免地对注册会计师行业的

发展轨迹以及现行的审计标准、审计理念、审计方法、审计流程及作

业模式形成巨大冲击，事务所信息建设规则和审计技术需要新的突破，

其变革已是必然趋势。 

    在本文中，笔者阐述对数字经济时代本土会计师事务所信息化建

设面临的问题及如何应对的思考。 

    注师行业面临挑战 

    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注册会计师行业面临诸多挑战。在数字经

济时代，信息化建设的基本前提是实现事务所的一体化管理，要求事

务所在人力资源、财务、审计专业标准、风险和质量等重要管理区域

实现集中管理，即信息化对事务所一体化管理提出更高要求。 

    同时，事务所审计作业软件的内涵以及项目管理机制、组织机制

将发生变革，审计作业流程将缩短，依托互联网作业模式将进一步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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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化、远程化、可视化、智能化和集中化。信息技术审计、财务报表

审计以及内部控制审计将高度融合，信息技术公司层面控制审计、一

般控制审计、应用控制审计的在整合审计中的比重日益提升。 

    事务所还需要开发大量的计算机辅助工具及智能审计工具，满足

数字经济时代出现的新的商业模式及新技术领域审计的要求。同时，

因新的信息技术以及商业模式的出现，审计的舞弊风险、重大错报风

险将更加隐蔽化、智能化、高端化，审计风险将加大，将对审计技术

提出更高的要求；注册会计师行业需要建立和完善以新的信息技术为

依托的风险识别手段或工具。 

    “互联网+”环境下巨大的数据互联互通，使注册会计师从传统

审计思维向大数据审计思维、互联网共享思维转化，整合分析目标公

司零散、相关信息以及对其内外部数据做双验（抽样数据先验和整体

数据后验）已是审计必然趋势。区块链技术的发展推动会计师事务所

拓展该领域的合规性、安全性、可信性、及时性的审计服务以及管理、

税务等领域的咨询业务。 

    此外，在数字经济时代，商业模式创新日益加速，共享经济、娱

乐经济等新的商业模式层出不穷，推动注册会计师行业从战略高度上

考量审计技术创新，建立动态管理机制，逐步将审计技术创新常态化。

数字经济时代还将推动审计服务众包模式的发展和应用。众包是互联

网环境下的一种重要生产组织方式，它通过有效利用资源的闲置产能、

有效配置资源，形成一种分散而又分享的经济形态。目前，注册会计

师行业对该种审计服务模式尚无明确的标准。 

    实现多维度突破 

    随着国家以及注册会计师行业信息化战略的实施以及纵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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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务所信息化建设以及以信息化为核心的审计变革已是一种趋势和

必然。在信息化战略的引领下，事务所应加强信息化顶层设计和资源

投入，对信息技术的最新成果、信息技术的应用趋势、信息技术对审

计行业的深层次影响和冲击开展深入研究和实践，同时改革人才机制

等。笔者认为，本土事务所未来几年信息化建设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

考虑。 

    一是提升一体化管理水平，成立以主任会计师为核心的信息化建

设领导小组，通过合伙人大会有效决策，制定事务所信息化建设规划

以及具体实施计划。同时，成立以业务端优秀注册会计师、金融分析

师、信息系统审计师等为主要资源的审计信息化项目组，就信息技术

审计与财务审计融合方向、共享中心方向等进行分步骤研究开发。 

    二是深入研究国家产业政策、监管政策趋势以及审计准则和相应

指南，聚焦颠覆性技术，积极运用新的创意和机会重塑审计及其影响，

将信息化建设与审计准则及审计报告核心要素多维化融合，实现审计

准则与审计标准及作业工具的高度集成。 

    三是本土事务所应根据自己的一体化管理水平、业务规模、人员

规模、总分所分布、业务运维和财务管理模式，有针对性地确定适合

自身的信息化建设的分步实施和推进策略，有序实现智能管理平台和

审计作业系统的建设。 

    四是正确理解共享中心的生态模式，加快函证中心、报告中心、

风险控制中心、专业型数据分析平台、计算机审计工具平台建设，实

现高频、低效、低判断领域的审计资源的高度整合和信息化。 

    五是开发建设适用新兴商业模式风险特点的信息审计技术，实现

以智能风险库引导审计；研究开发基于数据分析的抽样先验和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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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验的风险评估模型和分析工具，推进实施全数据测试，开发灵活和

交互式的可视化工具，并研究在审计工作中全程植入数据分析技术的

实现方式，进而提高对以数据为核心商业模式重大错报和舞弊风险的

识别、评估和应对能力。 

    六是明确审计作业软件定位，实现以风险控制、关键审计领域、

重要审计领域引导审计作业软件向审计流程管理软件转化，将大数据

提存、建仓存储、检索、处理分析以及底层抽样等职能模块化、工具

化，进而降低审计软件负担，提升交互性和软件作业效率。 

    七是本土事务所应积极构建科学的人才培养机制。在数字经济环

境下，注册会计师审计的智能化，是在传统注册会计师审计信息系统

的基础上结合审计专家和数据挖掘系统而形成的智能系统，即数据专

家、基线分析、金融分析专家将成为事务所必备审计资源。因此，本

土事务所要重视培养和引进具有高端财务审计、信息系统审计等技能

的复合型人才，以满足信息化环境下对新型人才的需求。 

八是本土事务所需要尽快形成提供区块链技术应用审计服务的能

力，包括不限于对区块链技术应用的审计（如数据录入的准确性、及

时性、可信性等）、智能化合约、区块链设置合规性的审计、区块链

安全性的审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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