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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Chinese auditors need to continue to learn modern technology.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odern technology, we should reconstruct the professional competency framework of audit talents from three di-
mensions of professional ethics, technical level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on the basis of the successful training of the audit profes-
sion, we will train audit talents in line with the development needs of the times to ensure that the talents have the ability to complete the 
daily work of the enterprise. In addition, under the current background, we should innovate the management mode, improve the talent 
training plan from the dimensions of professional ethics, interpersonal ability and intellectual ability, and reconstruct the teaching pro-
cess of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of audit talents, so as to make audit teaching work achieve good results under the reform backg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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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 +审计”时代审计标准人才职业胜任力的重构途径
探究　
曹铭 1　孙楠 2　

1. 沈阳市市场监管事务服务中心（沈阳市检验检测中心），中国·辽宁 沈阳  110001
2. 辽宁省审计服务中心，中国·辽宁 沈阳 110032　

摘　要

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背景下，中国审计人员需要不断学习现代技术。在现代技术高速发展的同时，我们应该从职业道德、技
术水平、人际关系三个维度重新构建审计人才职业胜任力架构，并在此基础上开展审计职业胜利培养工作，结合时代发展需
求培养审计人才，确保人才具备完成企业日常工作的能力。除此之外，应该在当前背景下，创新管理模式，并从职业道德、
人际关系能力、智力能力等维度下，完善人才培养计划，重构审计人才职业胜任力教学流程，使审计教学工作，可以在改革
背景下取得良好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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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下，审计工作模式发生了极大的转

变，在“互联网 + 审计”时代下，审计工作可以在互联网平

台借助大数据技术、移动互联网技术、互联网技术、云计算

处理审计工作，并在网络平台收集工作信息，通过整合、分析，

处理审计工作。与此同时，在互联网开展审计工作可以打破

时间、空间的限制，提高审计工作效率，但是审计工作在信

息技术支持下，工作重心出现了变动，工作由风险导向变成

数据导向，同时工作以数据处理为主。

2 审计模式的发展

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期间，中国审计工作根据时代的变

迁，进行适当的调整，从时代发展历程上可以将审计模式发

展分成三个阶段。

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软件开发的兴起，各种关于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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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软件喷涌式出现，审计工作人员在此背景下，可以利用审

计软件处理单位财务数据，与传统工作相比，应用审计软件

无疑能大幅度提升工作效率，并能保证数据计算的准确性。

在 21 世纪初，互联网技术高速发展，并与软件开发技

术相结合，从而出现网络审计，经过联网后便可以使审计单

位与被审计单位在网络平台进行审计工作，审计人员应该处

理被审计单位提供的财务数据，通过信息系统进行数据测评，

并整理数据进行分析，通过网络平台进行远程监控。在网络

技术高速发展下，使用联网开展审计工作可以打破时间界限，

进一步提升审计工作的便捷性。

在最近几年中，现代技术高速发展，在物联网信息技术、

移动互联网技术、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的支持下，审计工

作可以提升数据处理能力，在互联网平台使用数据处理技术，

在短时间内处理海量信息，以互联网平台处理审计信息的工

作模式就是“互联网 + 审计”[1]。

在经济高速发展下，需要结合工作要求以及时代发展趋

势，创新审计工作模式，同时需要修正风险导向，完善审计

工作系统，并进一步借助现代技术，挖掘审计数据潜藏价值，

通过数据库为客户提供良好的服务，从而在“互联网 + 审计”

时代下，利用审计模式提升客户价值。

3 “互联网 + 审计”背景下重构审计人才职业

胜任力

20 世纪 70 年代，麦克利兰教授提出胜任力理论，胜任

力便是对某一行业工作中，取得显著声望以及卓越成就的人，

胜任力理论在此基础上对人的特征进行深层次挖掘，胜任力

者与普通大众不同。麦克利兰教授在研究胜任力理论时，从

态度、价值观、自我形象、动机、特质等方面，分析胜任者

与普通人的个人特征，在此理论下研究审计人才职业胜任力，

将研究范围固定在审计领域中，并且考虑个人在认知态度、

价值观、自我形象、动机、特质等方面参数，进行客观的分析，

掌握优秀群体与普通大众在个体方面存在的区别 [2]。与此同

时，应该客观地衡量个体特征以及由个体产生的行为特征，

在此基础上研究会计工作的执行效果、对企业发展产生的作

用。通过综合评价分析，从而发现注册会计师，需要具备过

人的智力、良好的交际能力，同时还应该在时代不断发展过

程中，从人际关系、智力能力、职业道德三个方面，不断调

整审计工作模式，重构审计内涵。

在“互联网 + 审计”时代下，企业需要保证审计工作人

员掌握现代技术，同时还需要确保工作人可以根据工作要求

灵活地使用计算机，并关注工作人员人际关系、智力能力、

职业道德三方面。审计工作内容复杂，因此工作人员必须具

备独立的批判性思维，同时还应该在现代技术高速发展过程

中，根据工作需要学习物联网技术、大数据技术、云计算，

并结合现代技术处理审计工作。除此之外，应该利用数据分

析作用，在互联网平台进行审计工作，完成审计数据收集、

整理、分析、利用，并根据客户需求提供相应的服务，从而

开展各项工作。

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审计工作模式必须要高

度融合信息技术，确保各项工作顺利开展，数据处理能力直

接影响到审计工作效率，为了确保各项工作顺利开展同时，

不会因为外力的影响导致客户信息出现窃取、篡改的问题，

必须加强安全管理力度，为客户提供高质量服务。[3]

4 “互联网 + 审计”背景下，创新审计人才职

业胜任力培养模式

4.1 以审计职业胜任力为目标，创建审计专业课程

在“互联网 + 审计”背景下，需要从人际关系能力、智

力能力、职业道德三个维度，重构审计人才职业胜任力教学

框架，明确审计人员需要具备的职业素养，同时应该在此基

础上完善理论课程，并增添经济法、财务管理、审计理论等

课程，还应该重视外语、计算机等学科，确保审计工作人员

在工作期间可以具备上机操作能力，按照工作要求处理各项

审计工作。与此同时，高校需要按照会计行业人才发展规划

内容，重构人才职业胜任力教学架构，并且需要分析当前审

计行业人才储备情况，掌握行业人才储备结构不完善的现状

后，需要加大现代技术教学比重。

当前阶段，审计模式与以往审计工作也出现较大的区别，

由实地办公转为线上工作，并且需要在网络平台上，利用大

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收集数据，并通过整合、分析，

满足客户提出的要求，审计工作人员需要能够根据工作要求，

应用现代技术完成审计工作，同时还应该随着现代技术的发

展不断学习。为此，高校需要在教学期间，传授学生互联网

核心技术，并且通过教学工作培养学生形成与时俱进意识，

使学生形成学习能力，可以在工作过程中。不断关注新技术

的发展，并学习相关技术，确保审计工作顺利开展。[4] 除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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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学校可以与企业合作，整合各自资源，将线下数据转

为线上数据，合理应用数据采集技术，开展审计工作，提升

数据处理能力。目前，学校必须使学生掌握现代信息技术在

硬件应用以及软件设计方面的知识，同时应该丰富学科内容，

在“互联网 + 审计”时代下，需要根据企业战略发展目标以

及风险管理要求，重构人才职业培养架构，补充学生工作可

能用到的知识，提升审计职业教学水平。

4.2 围绕审计职业胜任力培养目标创建教学方法

在当前阶段，需要从审计职业胜任能力培养角度下，设

计教学架构，同时还应该根据学生对知识的吸收掌握情况，调

整教学流程，并结合现代教学理念，创新教学方法。学校可以

采用 4 位一体的循环学习方式，即通过学习知识、交流经验、

互动研究、开展行动，从而培养学生形成自主学习能力，通过

4 位一体的循环学习模式，不仅可以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同时还可以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与他人合作，从而形成集体意

识，强化学生与他人沟通交流的能力，这对学生日后参与工作

并顺利地完成上级布置的任务有非常大的帮助。除此之外，教

师还应该在教学期间，通过教学模式训练学生思维能力，使学

生形成主动思考、质疑、反思的能力，这些均是开展审计职业

胜任力能力需要关注的内容。另外，应该通过各项活动开展，

强化学生团队协作意识，使学生意识到依托团队解决问题的重

要性，在每堂课活动结束前，通过提问的方式，使学生对活动

工作进行概述总结，进一步夯实学科知识。

学校需要在重构教学框架的过程中，关注学生信息技术

应用能力的培养，利用大数据对数据的处理能力，进行数据

挖掘分析，并根据整理数据得到的反馈结果，明确审计工作

存在的风险因素，制定风险解决方案，审计人员在“互联网

+ 审计”时代下，需要采用动态视角分析审计工作同时，还

应该根据工作需要，在审计工作领域内，利用整理得到的数

据构建数据库，为客户提供个性化增值服务，拓展服务活动

范围，从而为客户提供良好的服务体验。与此同时，工作人

员必须具备与时俱进的意识，并在日常工作中关注人际关系

的维护，审计人才需要具备良好的沟通协作能力，完成部门

主管交代的任务，及时与其他工作人员分享工作信息，确保

各项工作可以顺利开展，在团队协作下提升部门工作的凝聚

力 [5]。学校应该根据审计工作人员需要具备的职业素养，在

互联网背景下，根据审计工作重心由实地作业转移到线上作

业的现实情况，从人际关系能力、智力能力、职业道德三个

维度发展，创设教学模式培养学生，确保学生形成教学的业

务能力，完成各项工作能力，同时还应该通过教学工作，使

学生形成恪守职业道德的良好品质，可以公正客观的处理各

项工作，为顾客带来良好的服务体验。

5 结语

审计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学科，学校重构人才职业胜任

力教学框架，并创新教学方法，在教学过程中必须将理论知

识与实践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同时还应该培养学生形成良好

的实践能力，使学生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利用云计算、大数

据等技术处理数据，并根据得到的结果，制定工作方案。与

此同时，还应该通过教学使学生形成风险管理意识，利用现

代技术构建风险评估模型，提升审计工作的安全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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