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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赋能的智慧内审平台建设研究
赵翰文

（南京审计大学计算机学院，江苏 南京 211100）

摘要：党十八大以来，中央不断强化对国有企业内外监督制度的领导和完善。其中，内审在风控三道防线中担任着把控底线的角色，

在国内企业监督制度的建设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大数据时代下，信息化建设成为各行各业发展的重中之重。如何进行高效的信息

化建设，如何进行有效的风控管理是企业关注的重点和难点。围绕企业自身的数据挖掘、数据分析、数据监管等需求，不仅仅是业务部

门的关切，同时也是企业内审工作高效开展的前提。

传统的大数据审计平台的构建设计，往往满足于贴合一般的数据分析平台的结构，仅满足了基本的项目管理需求，没有体现内审工

作的特殊性和需求。内审人员对于 AI 模型的学习成本、训练成本依然很高，内审效率并没有因此显著提升。本文将探讨一种基于 AI 中

台设计、轻量型、低耦合的内审平台架构设计，以适应新时代智慧内审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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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论梳理与回顾

（一）大数据审计应用现状

大数据技术在审计中的应用研究自 2016 年经历了大量的探索

与实践。学者对于大数据审计的意义、技术方法、存在的问题都

进行了丰富的阐述。其中对于技术方法的研究方向主要归纳为以

下几个方向：

一是大数据技术对于传统审计理念的改变，审计模型构建因

此发生了变化，具体的问题由分布抽样的统计模型转向了全量的

大数据分析；比如以陈伟（2020）为代表，在审计领域运用了大

量的大数据可视化技术，改变了审计人员分析数据的思维方式。

以吕天阳、丘玉慧（2014）为代表，依托大数据的计算技术，摆

脱了传统的审计统计方式，为养老保险审计构建了新的统计模型。

二是大数据技术改变了审计工作中数据获取、处理的方式，

审计工作的组织模式发生了改变，如何依托新的计算机技术组织

审计工作成为了重点；刘国城（2021）等指出了审计大数据信息

化的建设重要性，并提出了大数据审计平台的构建路径。毕秀林

（2019）等指出要整合 5G、区块链、物联网、人工智能技术，构

建智能审计体系，实现审计自动化、智能化。

三是大数据挖掘可以为审计问题分析带来新的维度和纵深，

为研究型审计创造更多的可能。晏维龙（2021）等指出不仅要做

好事中、事后审计，更要做好事前、事中审计，将审计防线前移，

构建全过程审计。依据审计问题，分析问题的机制、机理，做好

审计整改的后半篇文章。

在研究大数据技术如何运用到审计工作当中去的同时，国内

学者也在积极研究如何去构建成熟的大数据审计平台。目前国家

已经围绕大数据技术顺利开展了金审三期工程建设。刘国成、王

会金（2017）等基于 hadoop 大数据技术设计了覆盖数据采集、清洗、

可视化的大数据审计平台结构。

综合上述的研究而言，目前大数据审计应用的研究基本上聚

焦于某个具体的审计业务场景的应用，或者说大数据相关技术向

审计领域的迁移使用，对于新时代的大数据审计有很好地开拓意

义。

（二）智能审计的需求现状

国内自 2018 年开始涌现了大量的以智能审计为主题的学术研

究，在 2021 年达到了局部顶峰。李庭燎（2022）等运用 Citespace

对智能审计主题文献进行了综述分析。目前基于智能审计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区块链运用、审计质量提升、审计人才培养。其映射

的关键词分别为智能合约、专家系统、教学改革。综合目前的学

术研究来看，恰恰反映出业务届对于大数据审计的运用现状和需

求：

1、审计人员还不能高效的将审计业务转化为大数据模型

2、审计人员急需集成的专家系统辅助审计业务

3、审计人员目前很难快速上手大数据审计工具

传统的大数据审计平台设计囊括了数据分析的全部流程，但

是在对于协助审计人员，减轻审计人员负担上并没有做过多涉及，

而仅仅是指明了方向。丘玉慧、吕天阳（2022）提出了 ABC 审计

实践路径，分别是第一阶段：确定审计目标，第二阶段建立模型、

第三阶段才是计算分析。当前主流大数据审计平台的相关功能直

到第三阶段的数据收集与分析才能发挥相关作用，这意味着当前

大数据审计平台的设计，对于审计人员工作中前两个阶段只有非

常局限的帮助。本文将基于中台技术，以轻量、低耦合的 SOA 架

构为导向，建立新时代智慧内审平台以期在思路上解决传统大数

据审计平台设计的痛点。

二、智慧内审平台构建思路

传统的信息系统往往存在着烟囱式开发，各自系统独立不协

调的问题。项目成本过高、不易集成，过程重复；缺少必要的优

化协同、自动化辅助，业务响应缓慢；没有统一的模型运行、监控、

更新、维护机制。业务效率得不到提高的同时还面临着极大的运

维成本和精力。当下大数据审计平台也面临这样的情况，审计业

务因自身特殊性本身就要面对企业内的异构系统，而审计平台自

身的模块设计也没有考虑审计人员关切，整个平台的学习成本较

高。这导致审计人员在构建、训练审计模型时的效率不太理想。

审计数据标准不一，重复进行数据预处理和特征工程；审计人员

设计模型时缺乏标准指导，审计模型的学习成本较高，项目之间

不能共享复用资源提高效率。

智慧内审平台的构建以 AI 中台建设为基础，如图一所示，在

企业原有的信息系统基础上进行二次开发，通过统一的接口调度

做到业务行为、业务数据全覆盖。在此基础之上构建面向服务框

架（SOA），优先建立完善的内审服务模块、智能 AI 通用功能模块、

机器学习模块。

其中内审服务模块包括平台的权限管理服务、平台日志管理

服务、审计项目管理服务、平台资管理服务，该模块负责整个平

台的管理职能。

智能 AI 通用功能模块包括非结构化数据（包括语音、视频、

图像）的自动识别处理、智能查询、数据标注；企业表单、凭证、

报表、审计报告的自动化填充、筛选、查看、编辑。该模块负责

整个审计部门的工作自动化和需求智能化。

机器学习模块包括审计业务需要的算法库、审计模型的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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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模块、企业风控的预测模块。该模块负责整个审计部门所有模

型的管理调用、可复用算法的管理，以及事中、事前审计的计算

服务。是审计平台的核心业务模块。

在成熟开发上述三个服务模块后，平台可以通过微服务将审

计研究模块、专家系统和核心功能连接。这样能做到智慧审计平

台能快速开发快速使用，持续使用持续优化；以审计业务为主导，

以专家系统为辅助，以审计研究模块为学习板块。

（一）横向构建完善的审计工作微服务集群

智慧内审平台提高审计人员效率路径的第一步就是要做到平

台的横向敏捷设计。即在透彻理解企业所处行业的基础上，总结

领域通用数据，预训练领域通用的横向 AI 模型。为后续的纵向审

计项目模型建设提供统一服务。譬如访谈会议的语音识别，企业

流水线门禁、电子监控、电子文档的图像识别，企业文字文件的

NLP 理解，企业财务报表、审计报告的自动填充等。通过预先部

署当前计算机领域顶尖的算法，譬如 ImageNet 图像识别、BERT

自然语言处理、Text-to-sql 等，可以让审计人员无需再考虑非结

构化数据的处理，而直接进行后续的审计工作。

（二）纵向构建全覆盖审计项目生命周期

大数据审计项目最大的矛盾点在于前台业务需要快速的推进，

而审计模型的建立却研发缓慢，审计模型的构建需要大量的人工

标注工作，模型也需要长期的训练与调优。而智慧内审平台可以

加快审计模型的迭代速度，提高审计业务效率。

针对当前的业务可以通过可视化的 ETL 工具快速处理数据，

建立模型，处理业务，监控模型性能。在完成审计业务之后还可

以继续优化数据来源、数据清洗、数据治理、特征工程等前期工作，

在进行到下一个审计周期的时候，审计人员将可以直接使用结果

成熟优化的审计模型。

三、智慧内审平台 AI 赋能路径

（一）SOA 微服务加强多异构系统对接

面向服务的架构（Service-Oriented Architecture，简称 SOA）

是一种软件设计和软件架构模式，它将应用程序的不同功能单元

（服务）通过定义良好的接口和协议进行组合。这些服务是独立的、

可重用的，它们可以跨多个系统和组织进行交互。SOA 的目标是

提高软件系统的灵活性、可扩展性和可维护性。通过使用面向服

务架构可以更好地应对审计工作的跨域分析，数据来源过多、过杂，

对接第三方平台种类不同的情况。更好的在审计周期的不断迭代

中依据新的需求便捷的增加新的功能模块。

（二）工作流模式提供非接触式预警

前文提到传统的内审工作模式很容易导致内审人员没有独立

性，容易受制于同级业务部门和上级部门。而构建一个成熟的大

数据审计系统，可以利用 ETL 的工作流模式，让平台自动的读取

新产生的数据、并将数据跑入模型，在无人干预的情况下自动运

行模型，将疑点数据通过 OA、区块链系统反馈给内审人员，业务

部门。通过这样的一个非接触式预警模式，将会极大的降低内审

工作被干预的风险。

（三）实时计算保障审计防线迁移

实时计算一般都是针对海量数据进行的，并且要求为秒级。

随着大数据技术兴起，Storm、SparkStreaming、Flink、Kafka、ES

的成熟使得实时计算领域的技术越来越完善，随着物联网，机器

学习等技术的推广，实时流式计算将在数据分析运算中得到充分

的应用。针对企业的一些数据更新频率较快的业务、如物联网、

生产线、金融业务等，通过构建实时运算的引擎配合可视化大屏

可以很好地做到事中全流程监控企业生产情况，切实做到审计防

线前移。

四、总结

新时代下大数据平台的建设，通过组件化的模型思路展现、

集群式服务器设计、实时计算响应工作流不仅可以解决大型企业

的内审工作一直以来的弊端，包括大数据治理工具使用滞后，预

警效率不高，异构系统不能统一管理，内审工作碎片化等问题。

同时配合各企业系统的接口，能够积极的前移内审防线，为内审

人员及监管部门依据自身的动态需求，提供更透明，更独立，更

方便，更系统的审计模型数据。为审计整改工作提供更好的理论、

数据支撑，切实做好审计整改后半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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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智慧内审平台架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