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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化技术在中国会计师事务所中应用的研究报告

． 

会计师事务所的金句（以姓名拼音排序）

“数字化审计的系统自动甄别异常数据， 有助于识别高风险领域。 ＂

-－邓传洲 （容诚合伙人及澳洲资深注册会计师）

“数字化审计意见是人机协同作业的结果， 如今技术的迭代升级， 并

没有改变人机结合的事实。 ＂

-－范为（德勒首席数字官／数据分析领导合伙人）

“数字化审计是全方位的， 全面的审计， 也是社会的审计。 ＂

-－方崇光（上海载柯荣主任会计师）

“数字化审计越来越需要复合性人才， 除了财务知识之外， 还需要IT

技能。 ＂

-－江宛颖（安永科技风险部门高级顾问）

“数字化审计还没有到绝对取代传统审计的程度， 只是审计的—种

手段方式， 不能完全依赖它。 ＂

-－刘跃华 （苏州信永中和会计事务所合伙人）

“数字化审计的运用程度取决于客户对于数据开放的接受程度以

及公司规模。 ＂

-－汪超（普华永道苏州分所主管合伙人及澳洲资深注册会计师）

“数字化审计发展势头迅猛，这是不可逆的—个趋势。 ＂

-－王晨（天健合伙人及澳洲资深注册会计师）

“审计过程中遇到高风险点时，仍应以人为判断为主， 以计算机

为辅助， 而不能完全依赖计笢机。 "

-－吴迎（致同上海分所负责人及澳洲注册会计师）

“审计报告无法由人和机器共同签署， 因为机器无法负法律责任。 ＂

-－李萍（上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权益合伙人及澳洲资深注册会计师）

执行摘要
我们通过线上问卷调查和线下—对—访谈， 获得了关于中国会计师事务所运用数字化审计技术的实施情况， 并归纳出以下五个关键主题：

主题一：数字化技术在审计中的应用情况分析

• 83.2％的线上受访者表示，所属的公司已经开始使用数字化审计技 

术。在已使用数字化技术的公司里， 76.0％的线上受访者表示， 所属 

的公司已经开发了自己的数字化审计平台或购买了外部审计软件，仅

有23.6％的受访者表示，所属的公司目前是依赖MS Exce或通过自研 

开发小程序来实施数字化审计。

• 55.1％的线上受访者表示，所属的公司已经制定了明确的数字化战略

和实施计划。

• 86.7％的线上受访者表示，数字化审计的主要目标是， 提高审计工作

质噩和效率， 为客户提供更高质量的审计报告。

·人工智能、社交网络分析、计算机辅助审计工具、自然语言处理是六

大审计阶段（即调查与评估客户、风险评估、控制测试、细节测试、

分析程序和审计报告意见）中最重要的数字化审计技术。

主题二：应用数字化审计技术的客户分析

．客户的行业类型：数据密集型行业使用数字化技术的频率最高，特别

是金融业显示出最高使用率， 其次是制造业、零售业、服务业行业。

．客户规榄：超大型客户（员工人数超过5,000人）显示出最广泛的使

用率，其次是 大型客户（员工人数在1,000至4,999人）和中型客户

｛员工人数在500至999人）。

．客户类型：经营性企业（包括国有、 民营企业）使用频率较高，并且

显示出更高意愿接受数字化审计技术。非营利组织、政府单位的数字

化审计技术则应用水平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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