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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era of big data, enterprises should flexibly apply big data technology, promote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internal audit, 
thus achieve high-quality and efficient internal audit, and ensure the good realization of the expected goals of internal audit. This 
paper mainly summarizes the importance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internal audi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ig data, analyzes the 
new problems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internal audi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ig data, discusses the new methods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internal audi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ig data analysis, and hope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research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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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大数据时代，企业要对大数据技术进行灵活应用，促进内部审计实现数字化转型，据此实现高质量和高效率的内部审
计，确保内部审计预期目标的良好实现。论文主要概述了在大数据视野下内部审计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性，并浅析了在大数
据视野下内部审计数字化转型的新问题，探讨了在大数据分析视野下内部审计数字化转型的新方法，并希望为中国国内的
数字化转型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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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大数据技术应用于诸多行业领域，对企业运营发展影

响巨大且深远。大数据技术在企业内部审计中的应用，为企

业开展内部审计各项工作提供了创新思路。企业日益重视利

用大数据技术，对内部审计具体范围加以拓宽，并良好实现

预期的审计目标。企业在开展内部审计的实践过程中，要转

变思维方式，灵活运用大数据技术，对数据蕴含的价值进行

深入挖掘，增强审计效果，提高内部审计的数字化水平。

2 大数据视域下内部审计数字化转型的意义

在大数据时代，内部审计各项数据和相关资料海量增

长，给内部审计工作带来了巨大挑战。企业沿用传统滞后的

方法开展内部审计，显然无法有效应对海量的数据信息，即

使增加人、财、物等资源配备，也难以胜任审计工作，且无

法有效规避各类审计风险。对此，亟须对内部审计进行数字

化转型。实现对海量数据的有效应对，并从中挖掘出有价值

的信息，为内部审计各项工作的良好开展提供数据支撑。

2.1 有助于增强对审计环境的适应性
在大数据时代，市场环境的复杂性日渐增强，内部审

计不断拓展其范围，通常需要从海量数据中梳理审计工作线

索。内部审计实现数字化转型，能高效简捷地应用海量数据，

并深入挖掘其蕴藏的价值，能提高审计工作的智能化水平，

并促进事前阶段、事中阶段以及事后阶段的审计实现有效衔

接，确保全方位的内部审计。

2.2 有助于内部审计加以创新
在大数据时代，企业开展内部审计，其重要目标在于

以常态化的方式有效防控各类内部风险。企业有必要对内部

审计工作加以创新，形成准确定位，及时找准风险，并对之

加以揭露，发出预警。内部审计实现数字化转型，能深入分

析海量数据，并对之加以综合运用，形成准确判断和科学评

价，能有效拓宽内部审计的具体范围，实现对内部审计的升

级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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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有助于提高整体审计的工作效率、实现规范化

审计
现阶段会计管理所必须面对的工作内容也出现了较大

的变动，不但涉及实体业经营活动和财务凭证，同时还涉及

实体公司所采用的内部系统网络和外部网络系统。传统的审

计实务工作人员，在选取样本、实施审核程序以及对审核结

论作出分析的时候，基本上都依赖于主观的职业评判，也

因为各个传统审计工作人员在观察问题的视角都有所不同，

从而导致了不同的审计人员在对同一个事件分析判断后，获

得的审计结论存在差异。只有把传统的审计实务工作和信息

化进行有机融合，才可以把计算机技术的快捷、精确和先进

以及审计软件专业的优越性更加充分地发挥出来。同时通过

信息化还能够使审计程序更加的规范化、科学合理，从而

促进了会计实务工作朝着更加的标准化、规范化的方向高效

发展。

2.4 审计信息化建设是实体公司生存发展、参与国

内外行业竞争的迫切需要
自从美国安然公司的财务欺诈案爆发以后，美国政府

在 2002 年便颁布了萨班斯—奥克斯利法令，有力地说明了

“审计”在国际上早已成为对公司进行内部管理，以及安全

风险的管理控制所必不可少的重要措施。随着中国“一带一

路”发展战略的有序推进，审计信息化出现在国际市场中，

推动中国有关实体产业快速地进入发展阶段，为了能够进入

国际市场，便针对审计实务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的

审计实务工作需要快速地实现信息化，更好地与国外的审计

工作进行衔接，尽可能地为实体公司参与国内、国际竞争保

驾护航。

3 大数据视域下内部审计数字化转型存在的
问题

3.1 审计理念相对滞后
部分企业沿袭传统滞后的审计理念，不适应具有数字

化特点的审计方式。企业未能深入挖掘审计文化蕴含的价

值，对内审人员的价值观念缺乏积极引导，未能指导其对审

计思维方式加以创新。内审人员缺乏良好的数字思维，在开

展内审工作的实践过程中，缺乏对大数据技术的灵活应用。

内审人员对于审计环境发生的动态变化缺乏实时关注和全

面考察，未能及时对自身的审计理念加以转变，难以科学剖

析和有效规避各类审计风险。内审人员缺乏问题导向，难以

抓住内审工作重点：缺手价值导向，难以进行内部审计充分

发挥其价值作用，为实现企业目标提供助力；缺乏风险导向。

对审计风险缺乏准确把握和有效控制。

3.2 内审人员缺乏数据安全意识
部分企业现有的内审人员缺乏数据安全意识，且数据

处理技能较为薄弱，难以胜任数字化审计的各项工作。在渐

趋复杂的内部审计环境下，内审人员缺乏对审计经验的提炼

总结，未能与相关领域知识相融合，从宏观层面对内部市计

面临的环境进行准确把握，难以对内部审计提出合理化意

见。内审人员在开展各项常规审计的实践过程中，对数据安

全缺乏有效保护，在数据储存，传输等环节均存在一定纰漏，

极易发生数据泄露。

3.3 缺乏对审计内容和审计方法的创新
部分企业在拓展自身业务范围的同时，缺乏对审计内

容和审计方法的创新，对全面预算管理审计缺乏有效应用，

缺乏对财务报表的持续跟踪，未能通过经济效益审计，找准

影响企业经营管理的问题：未能通过经济责任审计将异常联

系与数据找出，缺乏对审计疑点的准确把握。企业现有的内

审人员在开展审计工作的实践过程中，缺乏对大数据技术的

充分利用，未能优化内部审计结果，审计视角存在较强的局

限性，缺乏对审计数据的深层次挖掘。

3.4 内部审计缺乏数字化技术支持
企业在开展内部审计的实践过程中，缺乏数字化技术

的支持，难以从海量数据中找出有价值的参考依据。企业未

能优化审计模型，且缺乏对审计数据的科学分析和要妥善储

存。企业对于内部审计缺乏有效监督，难以对各部门落实内

部审计的实际情况展开实时监测，处理数据的方法路径较为

单一，无法对潜在风险加以准确预测。

4 大数据视域下内部审计数字化转型的措施

4.1 提高内部审计人员的审计理念
企业要契合自身实际，重视内部审计文化对审计文化

蕴含的价值加以挖掘，引导内审人员矫正价值观念，创新思

维方式。企业要引导内审人员形成数字思维，并在审计工作

实践中灵活应用大数据技术。内审人员要考察审计环境呈现

的动态变化，转变审计理念，剖析各类审计风险，实现对审

计风险的有效规避。审计人员要基于大数据视域，形成良好

的数字思维，并在审计工作实践中实施联网审计，灵活应用

大数据技术。审计人员要遵循问题导向，考虑企业工作部署

重点。紧扣风险性较强的业务开展内部审计，促进企业管理

质量实现大幅度提升。审计人员要遵循价值导向，紧扣企业

发展目标。致力于通过内部审计促进企业目标的良好实现。

审计人员要遵循风险导向，对内部审计过程中容易产生风险

的环节实施科学评价，找准风险因素，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

控制。

4.2 强化内部审计人员综合素质，增强数据安全意识
企业推动内部审计实现数字化转型，要强化内部审计

人员综合素质，将内审人员培养为复合型人才，增强其数据

处理能力，确保其胜任数据模型构建、数据仓库维护以及分

析处理数据等各项工作。在大数据时代，企业内部审计工作

渐趋复杂，内审人员要基于自身的审计经验，融合相关领域

知识，从宏观上准确把控内部审计环境，针对内部审计相关

工作形成合理准确的意见。企业要引导内审人员增强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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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意识，督促其严格遵循相关法律法规，恪守职业道德，

对数据安全加以维护。内审人员在开展常规审计工作的过程

中，要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确保数据安全，对数据加以妥善

储存和规范传输，避免数据发生泄漏。要督促内审人员规范

自身的数据操作，禁止对数据库所含数据实施批量导出的

操作。

4.3 创新审计内容和审计方法
在大数据背景下，企业对业务范围加以拓展的同时，

要对审计内容和审计方法加以创新。企业对审计内容加以创

新，要加强对全面预算管理审计的应用，对设立预算目标、

编制预算以及落实执行预算各项环节实施跟踪评价。要持续

对财务报表进行跟踪，开展经济效益审计，找准企业经营管

理潜在的各类问题；实施经济责任审计，清晰梳理异常联系，

找准异常数据，明确各类审计疑点。企业要对审计方法加以

创新，确保内部审计突破时空限制。企业要积极探索具有数

字化特点的审计模式，加强对非现场审计的应用，推行全

过程审计。企业要应用联网审计相关技术，通过综合检查，

从全维度对内部审计相关数据展开分析处理。企业要不断改

进优化数据分析方面的技术，加强对内部审计相关数据的分

析。企业要引导内审人员加强对大数据技术的深入学习和灵

活应用，将大数据技术与内部审计现有系统融合起来，充分

利用大数据技术对内部审计相关数据加以分析，促进对内部

审计最终结果的有效优化。企业要依托以数字化技术为支撑

的审计平台，对审计视角加以拓宽，汇总内部审计涉及的疑

点信息，并对之加以整理，避免重复核查疑点数据。要紧扣

审计发现，清晰梳理数据之间存在的关联关系，对深层次信

息加以挖掘，排查各项数据。

4.4 将数字化技术融入内部审计工作
将大数据分析与公司内部审计融合到一起，需要对公

司的技术进行及时创新，将计算机融入到公司的数据分析工

作当中，有助于人员减少工作失误和提升效率。因此，企业

要针对审计数据构建高效的分析平台，为开展数字化的内部

审计夯实数据分析基础。该平台要利用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技

术，对海量数据实施高效分析，对各类数据实施科学分析和

有效应用，乘持多视角对数据展开全面分析。持续对审计模

型加以优化，增强审计模型的高效性和简洁性，利用审计模

型对数据进行分析后，将数据分析结果妥善储存在数据库

中，便于内审人员按需取用。

针对内部审计构建监督平台，合理准确地评价企业的

经营业绩，并构建风险评估相关标准，对各部门开展的业务

工作实施风险评估，指导各部门制定科学的审计计划，形成

清晰明确的思路。通过该监督平台，实时监测各部门开展内

部审计的具体情况，并通过多样化途径分析处理数据，并对

之加以应用，实现准确的风险预测，提示内审人员采取有针

对性的防范措施。另外，通过该平台储存过去秉持多维度实

施风险审计形成的结果数据，据此交叉关注各类舞弊现象和

造假行为，实现有效的审计监督。

5 结语

大数据视域下内部审计数字化转型能增强对审计环境

的适应性，有助于内部审计加以创新。大数据视域下内部审

计数字化转型的问题在于审计理念相对滞后、内审人员缺乏

数据安金意识、缺少对设计内容和设计方法的创新，内部电

计缺少数字化技术支持。对此，在大数据视域下，企业要通

过提高审计理念；强化内部审计人员综合素质，增强数据安

全意识；创新审计内容和审计方法、将数字化技术融入内部

审计工作等措施促进内部审计实现数字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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