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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会计师审计模式变更
———基于大数据背景的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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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工商大学
 

a. 长江上游经济研究中心;b. 会计学院,重庆　 400067)

摘要: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移动通讯、电子商务、互联网技术亦将人类社会带进大数据时代。
大数据蕴含着巨大的社会、经济价值,它促使人们思维模式的转变,改变人们理解和研究社会经济现象

的思路与技术,它创造了基于数据管理、数据分析以及应用的新范式,成为了现阶段产业升级与新产业

诞生的重要推动力量。 数据资源作为国家基础性战略资源,正重新定义着国家战略决策与社会管理、企
业管理决策、个人决策等的过程和方式。 大数据在既有框架中嵌入数据分析、数据挖掘与人工智能等技

术手段,丰富了现有研究框架,并通过打开经济过程的“黑箱”进而推进研究。 大数据亦不可避免地对注

册会计师审计行业产生重大影响与变革,大数据驱动审计环境、审计客体等发生深刻的变化,大数据技

术与审计理论和实务的有机融合已是审计行业发展所需,其或将成为现代审计的一个转折点。 作者从

三个维度对这一课题的理论与实务研究进行了系统梳理,首先,从注册会计师审计行业发展层面,既有

研究表明在大数据环境下,审计的基本理论与目标或许并未发生改变,但审计中利用大数据已成为必

然,大数据技术将被有机融入于审计实务中,其势必驱使注册会计师审计模式、审计主体等发生变革或

提出顺应时代特征的新要求,大数据驱动的审计必将影响审计行业未来的发展路径与方向。 其次,从注

册会计师审计模式层面,既有研究表明注册会计师审计思维将由“验证型审计”转变为“发掘型审计”,
数据式审计的取证模式、以数据分析为核心的审计方法、审计流程的解构与重构、多种作业模式的协同

等已成为注册会计师审计模式变革的新方向。 最后,从审计主体层面,既有研究表明在大数据环境下,
审计环境变得更为复杂,大量数据的运用极大地改变了审计师的思维模式与作业模式,对会计师事务所

数据风险的管控、岗位结构、从业人员素养等方面产生深远的影响。 通过梳理国内外既有研究的基本脉

络,从宏观和微观层面提出未来研究展望,以期为数据时代审计工作的开展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以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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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审计行业的发展。 同时,文章的研究亦有助于审计部门解决审计实务中存在的难题,以适应数据时代

的到来,并在一定程度上对完善国家治理中审计功能的发挥起到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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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人、机、物三元世界的高度融合引发了数据规模的爆炸式增长和数据模式的高度复杂化,大数

据背后隐含着巨大的社会、经济、科研价值,引起各行各业高度重视。 若能有效地组织和使用大数

据,将对社会经济和科学研究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也孕育着前所未有的机遇[1] 。 大数据正推

动着科技变革与产业升级,海量数据背后蕴含着巨大的社会、经济价值,大数据的分析与运用能有

效地将其揭示。 基于此,大数据不可避免地被运用于政府的宏观调控与管理,是政府制定政策、进
行宏观调控的信息基础与决策依据;大数据也不可避免地被应用于实体经济,是实体企业发现市场

机遇、抢先占领市场的利器。 大数据已成为与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同等重要的战略资源,国务院颁

布的《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明确指出数据已成为国家基础性战略资源。 大数据已然成为现

有产业升级与新产业诞生的重要推动力量,其将大大提高科研和生产效率,促使整个行业迈入数字

化与信息化的新阶段。
与此同时,《国务院关于加强审计工作的意见》与《关于完善审计制度若干重大问题的框架意

见》及相关配套文件均明确提出探索大数据技术在审计工作中的应用,探索构建大数据审计工作模

式,提升审计能力、质量和效率,扩大审计监督的广度和深度,数据时代将不可避免地对注册会计师

审计行业产生重大影响与变革。 基于此,诸多机构、学者就大数据对注册会计师审计所带来的影响

进行了研究与探讨。 结合国内外研究动态,本文中拟从大数据环境对注册会计师审计行业发展、审
计模式变更的影响等方面对既有研究进行分析与回顾,以期进一步理解大数据对注册会计师审计

行业的影响,厘清大数据技术对注册会计师审计策略、组织方式、效能的影响,及其对行业未来发展

与变革的作用效应与机制,并在此基础上,对未来研究方向进行展望。

一、大数据环境对注册会计师审计行业发展影响的研究动态分析

大数据产生于新一代信息技术相互融合创新之时,其作为互联网、物联网、移动计算、云计算之

后信息产业又一次颠覆性的技术变革[2] ,正在重新定义社会管理与国家战略决策、企业管理决策、

组织业务流程、个人决策的过程和方式[3-5] 。 当今“大数据”一词的重点已经远远超出了数据规模的

定义,它代表着信息技术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时代,代表着海量数据处理所需要的新的技术和方法,
也代表着大数据应用所带来的新服务和价值。 学术界普遍认为,大数据、人工智能将提高生产率,
促进增长[6-7] ;其带来的信息技术、人工智能也将导致就业极化现象[8-10] 。 大数据的精髓在于促使

人们思维的转变,这些转变将改变人们理解和研究社会经济现象的技术和方法,其或不会改变现有

的经济学理论及其基本范式,但会使相关分析方法更多样、视野或维度更丰富,其对于管理和社会

科学研究的意义,堪比显微镜对于化学的意义[11] 。 学术界对大数据的研究日趋丰富,与数据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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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实验室、专项研究院(所)相继出现,“数据学”等专门著作也纷纷出版,数据科学的雏形已经出

现,基础学科日趋夯实。 然而,多学科的交叉融合与深入学习,大数据技术与具体产业(如审计行

业)的有机结合问题,则尚处于研究的起步阶段,仍需进一步深入探索,其也是大数据未来的发展方

向与趋势。
在传统环境下,注册会计师审计相关理论与模式已较为明确,已得到实践的充分践行与验证。

而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信息经济快速发展,大数据或不会改变现有理论框架,但会在现有框架中嵌

入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手段从而丰富现有框架,并通过打开经济过程的“黑箱”而推进研究。 大数据

的产生将成为现代审计的一个转折点。 在大数据环境下,互联网搜索引擎、门户网站、论坛、社交软

件等资源每天加载大量数据,其中可能包含众多审计线索;被审计单位也或将逐渐实现全面信息

化,企业越来越依赖于大数据分析来驱动其决策制定、产品开发和运营战略[12] ,审计所需之数据处

理量将大幅度增长,审计环境与审计客体都将发生深刻变化;与此同时,大数据带来的技术进步、人
工智能,也或将驱使注册会计师审计技术与方法、岗位结构等发生变化与变革,审计中利用大数据

已成为必然,大数据驱动的审计也必将影响审计行业未来的发展路径与方向。
文峰提出当越来越多的企业提供云服务,越来越多的企业采用云服务,作为提供鉴证服务的会

计师事务所,是否应当利用云计算概念来改进审计技术、革新审计概念[13] ? 纵然其未在文中给出确

定答案,但给出了有关云审计的初步概念和方法。 Persons 在美国政府审计论坛上提出审计要考虑

大数据发展趋势的影响[14] 。 Messier 等强调当下审计工作正受到大数据所带来的深远影响,并从制

度调整和审计工作完善方面,深入分析审计行业如何适应大数据环境带来的影响[15] 。 秦荣生指出

大数据、云计算将对审计产生深远的影响,其将逐渐改变审计的技术与方法[16] 。 面对技术的冲击,
美国会计协会 2014 年颁布的《在无线世界中重构审计》白皮书中,勾勒出了大数据时代的审计场

景,在大多数情况下,审计人员使用的是与 50 年前没有太大区别的被计算机化的传统过程,虽然审

计效果有所改善,但还未达到技术所能实现的飞跃。 审计行业需要解构与再构,需研究如何将数据

科学和相关技术应用到审计程序中、扩展审计理论、必要时修订审计标准。 在大数据环境下,审计

的基本理论与目标并未发生改变[17] ,但大数据将被有机融入于审计实务中[18] ,大数据的利用也有

助于改进审计效果与效率[19-21] 。

二、大数据环境对注册会计师审计模式影响的研究动态分析

审计模式,是为实现审计目标而使用的审计策略、审计方法、审计手段等要素的组合,其经历了

账项基础审计模式、制度基础审计模式和风险基础审计模式等阶段。 大数据环境驱动审计环境、审
计客体以及人们的思维方式、生活生产方式等发生深刻的变化,在大数据时代,审计模式也随之发

生了深远的变革。
(一)审计取证模式的变革:数据式审计取证模式

审计取证模式,是审计工作的核心,传统的审计证据均以纸质凭证、账簿等形式承载,而在数据

时代,审计证据由纸质的账目转化为了电子数据、电子凭单,取证模式也逐步变更为数据式审计取

证模式。
早期关于数据式审计取证模式的研究,大多以传统的相对封闭与结构化的数据环境为基础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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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研究[22-23] 。 然而,随着大数据技术的不断发展,常规的数据环境已被打破,半结构化、非结构化数

据大量涌现,国内外实务界高度关注其对数据式审计模式的影响。 2017 年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印

发了《会计师事务所信息化促进工作方案》,明确提出会计师事务所要融合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

技术,建设智能审计作业系统和智能内部管理信息系统,增强数据分析应用能力等。
在大数据时代,审计证据不仅仅大量以电子形式承载,其数据集还将以几何级的速度增长。 审

计判断将由经验驱动转变为数据驱动[24] ,审计师将有潜力进行更准确的预测和导向分析[21,25] 。
2015 年普华永道在其发表的一份报告中明确表示“在大数据环境下,数据分析正在改变审计取证模

式的方式……审计师将拥有新的工具来提取和可视化数据,使他们能够挖掘更多的非传统数据集

并执行更复杂的分析……这些分析将使审计师更好地洞察被审计单位的情况”,审计思维也将由

“验证型审计”转变为“发掘型审计” [26] 。
基于理论与技术层面,陈伟分析了电子数据审计的机遇、挑战与方法,其借助自主研发的电子

数据审计模拟实验室软件,系统地分析了电子数据审计方法的应用,包括审计数据采集、数据查询、
审计抽样、统计分析、数值分析、数据匹配、相似数据查询等,提出了数据式审计取证模式的技术方

法体系[27] ;郑伟等剖析了在大数据环境下,数据式审计取证模式的实践思路及适用方法,其从成本

效益角度和需求供给角度分析审计取证模式改进的可行性,并提出从逻辑流程、网络架构和应用架

构等技术层面对大数据环境下的数据式审计取证模式进行完善性设计[28] ;程铖和李睿则结合审计

准则和审计取证的一般思路,从“证实问题”和“达成共识”
 

两个方面,论证了将电子数据和数据分

析结果直接作为审计证据、对全部或部分分析结果进行调查取证和对分析结果进行抽样调查取证

等三种电子数据审计取证的模式及其适用的场景和条件,并从数据源管理、数据关联分析和技术方

法创新等技术角度提出了相应的风险防范措施[29] ;刘星等则从审计数据中心建设、数据采集、数据

处理、数据分析、组织模式和风险管理六个方面提出推进大数据审计取证模式将面临的挑战与

困难[30] 。
然而,海量的数据集中不仅包含结构化数据,还包含大量的非结构化或半结构化数据,以及大

量的冗余数据。 Brown-Liburd 等认为信息超载和相关性是大数据的潜在缺陷,大数据分析结果的

大量输出可能会让审计人员无法进行认知处理,无法有效识别相关模式[31] 。 审计师若不能充分识

别财务数据与非财务数据之间的关系模式,可能导致过度审计、关注无关的问题、使审计无效率,甚
至得出错误的审计判断。 同时,大数据背景下的数据式审计取证模式可能产生过多的审计异常,阻
碍审计过程[21] 。 为了在审计过程中有效利用大数据,必须关注审计人员处理大数据的能力,关注大

数据审计工具的开发或借助其他领域的软件工具来开展大数据环境下的数据审计[31] 。 纵然,实务

界希望利用电子数据、大数据来促使审计取证模式的更新,以提升审计质量与效率,但由于技术等

原因,这一领域的研究尚不完善。
(二)审计方法的变革:以数据分析为核心

由于审计取证的变更,数据分析将成为大数据时代注册会计师审计的核心内容。 数据正变得

无处不在、触手可及,而数据创造的真正价值,在于我们能否提供进一步的稀缺的增值服务,这种增

值服务就是数据分析[32] 。 数据的背后隐藏着价值规律、行为模式、市场机遇与风险等信息,而大数

据作为承载这些信息的原始资料,只有通过深入筛选、辨别与分析才能挖掘出所需的信息,实现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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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
审计数据作为各种数据的集合,天然地具有海量、多样化、高价值等典型的大数据特征。 审计

数据亦将包含越来越多的非结构化文档、互联网网页、社交数据等,同时,随着物联网的发展,物流

数据、传感器数据也将成为审计数据的重要组成部分[30,33] 。 对这些复杂数据进行分析可更好支持

审计证据发现,增强审计证据的充分性、可靠性和相关性[12] 。 传统审计方法已难以对大数据环境下

的审计数据进行有效处理,亟需审计数据分析方法与技术的发展与更新。
2011 年国际内部审计师协会发布了电子数据分析技术指南。 2014 年美国会计协会颁布的《在

无线世界中重构审计》白皮书中也强调了数据科学领域的模式识别、数据建模和数据可视化等大数

据分析方法在未来审计中的应用。 Cao 等分析了大数据分析的特点并提出面对海量数据计算分析

的两个方向:一是使用需要计算资源少的简单分析方法,二是将数据分为可以被复杂分析工具管理

的数据子集[19] 。 牛艳芳等应用 R 语言进行审计数据挖掘分析[34] 。 陈伟等对大数据环境下基于数

据可视化技术的电子数据审计方法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基于大数据可视化技术的审计线索特征挖

掘方法与原理[35-36] 。 田程涛从描述性统计、关联分析、多元回归分析等统计分析方法角度探究大数

据环境下审计数据的统计分析方法[37] 。
(三)审计流程模式的变革:解构与再构

基于现代风险导向审计模式,其审计流程包括:审计计划阶段、风险评估阶段、风险应对阶段以

及审计报告出具阶段四个阶段。 在大数据环境下,注册会计师审计流程的解构与再构备受关注。
审计计划与风险评估阶段,在大数据时代,审计师在进行风险评估时,将不可避免地运用大数

据对被审计单位及其环境进行分析与评估、对舞弊风险进行识别[25] ,然而是否能有效识别出财务数

据和非财务数据之间的关系模式,对审计师提出了较高要求[38] ,从而要求在审计计划阶段组建审计

小组时,更注重对具备信息系统审计、计算机科学等知识背景的审计人员的配备[39] 。
风险应对阶段包括控制测试和实质性测试,根据现行审计准则的规定,控制测试并非任何情况

下都需实施。 在大数据时代,审计客体将全面实现信息化,审计所需的数据资料都将产生于被审计

单位的信息系统,故控制测试或将变更为风险应对阶段的必经程序,而非可供选择的程序。 同时,
在大数据环境下,审计证据的数量、结构、承载形式等都将发生巨大变化,审计取证模式也随之变

更,故在大数据环境下的实质性测试,将侧重于审计数据平台的构建,以进行数据分析、数据监控、
数据挖掘以及延伸取证等[28] 。

再者,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广泛运用以及审计师对数据运用能力的提升,审计范围将扩大,审计

全覆盖将成为可能[40] ,从而在大数据环境下,风险评估阶段或将变更成为非必经阶段,而直接进入

风险应对阶段。 大数据时代,审计流程或将解构与再构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进行信息系统审计,
以验证系统的有效性与可靠性;第二阶段,进行数据采集,构建数据审计平台,进行数据分析与审

计;第三阶段,基于第二阶段的数据分析结果,进行延伸取证,得出审计结论并出具审计报告[39] 。
(四)审计作业模式的变革:多种作业模式的协同

数据时代的到来或将不会改变注册会计师审计理论与审计目标,但对审计取证模式、审计方

法、审计流程等方面都将产生重大变革;同时,随着大数据技术的日趋完善,多种作业模式协同作业

已成为必然趋势,其有利于提升审计的效率与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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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将互联网技术引入审计作业方式,联网审计得以实现,同时,再嵌入审

计模块技术,持续审计也成为可能[41-43] ,从而传统的事后审计将转换变为实时审计,可实现事前、事
中和事后三维一体的管控模式[44] 。

人工智能作为计算机科学的一个分支,通过开发人工构建的人类意思和思维模式,可以取代人

类完成一些工作[45] 。 随着科技的发展,无人机、智能机器人、航天遥感等人工智能技术被引入审计

作业模式,如:在存货盘点中引入机器人、无人机与遥感技术;2017 年德勤研发出人工智能机器人

“小勤人”;安永也着力将人工智能引入审计工作领域,以期减少审计的人力成本,并提高审计质量

与效率;普华永道则是以数据审计系统 Halo、GL. ai 机器人程序(其可在几毫秒的时间内分析数以十

亿计的数据点,并判断发现总帐中的异常情况和异常会计活动)、Cash. ai 机器人程序(其实现了人

工智能完整地完成货币资金循环的审计程序),分别荣获 2016、2017 和 2019 年度审计创新大奖。 审

计实务界一直在积极探索并将人工智能融入审计作业模式,以确保审计技术的与时俱进,以实现审

计质量的提高与效率的提升,人工智能的融入将对注册会计师审计行业产生深刻影响。
再者,区块链技术以其分布式、去中心化、透明性、不可篡改性和数字化等特性正好契合现代审

计发展所需。 区块链本质上是一个分布式线性数据库,它通过加密保护其信息的完整性。 审计实

务界极为关注其在注册会计师审计领域的运用,2017 年德勤成功将审计标准引入许可式区块链协

议中,普华永道和安永则成功开发了专门用于审计区块链交易的审计工具。 区块链技术重新激活

智能合同的概念,为智能审计程序的应用提供了可能性。 智能审计程序将审计逻辑转换为计算机

逻辑,允许审计人员根据预先定义的参数执行审计程序,并代其分析审计证据,审计师也可对异常

或重大项目亲自调查[46-47] 。 区块链去中心化、不可逆性和问责性的特征,极大地提高财务或非财务

数据的可靠性,并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大数据的潜在缺陷———相关性,它可以更准确地识别重大错报

风险,有利于提高审计的有效性和质量[48] 。 审计师还可访问各种不可逆的数据,将不存储于数据库

中的非财务数据(如温感数据、GPS 数据等)连接到区块链中,生成新的可靠数据集。 这些数据集可

以提高智能审计程序的准确性和审计人员对客户业务环境的理解。 将这些非传统、非财务的数据

嵌入进智能分析模型中,可提高模型的预测能力[26] 。 与区块链技术相结合,区块链审计证据将增强

审计师的判断,有利于审计项目组将资源集中于高风险领域从而提高审计质量。 同时,受益于被审

计单位的区块链财务和非财务信息,审计师有潜力通过自主执行审计程序来提高审计质量,也有效

地响应了国家提出的建设智能审计作业系统、增强数据分析应用能力等行业发展方向。

三、大数据环境对审计主体的影响

基于注册会计师审计模式的变更,审计实施主体———会计师事务所与审计师,也将受影响。 在

大数据环境下,审计环境变得更为复杂,大量数据被运用极大地改变审计师收集审计证据、作出审

计判断的方式,其还提供了一个更大、更丰富的信息库,如何扬长避短,充分发挥大数据的优势,如
何减少不受欢迎的审计判断陷阱和偏差,如何有效提升审计质量与效率备受会计师事务所关注。
Rose 等认为在审计过程中,使用大数据的时点很重要,通过对两家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 127 名高级

审计员进行实验,研究发现审计人员在对传统审计证据进行收集后,再运用大数据技术更有利于提

高审计效率与质量[38] 。 湖北省审计学会课题组以湖北省医保审计实践为例,采用 Hadoop、云计算

69



李晓羽,等　 注册会计师审计模式变更———基于大数据背景的研究综述

相关技术,极大地提高了审计质量和效率、降低了审计成本[49] 。 同时,在大数据环境下,抽样风险或

许可以消除,但其也产生了新的、需予以特别关注的风险,如:数据风险,包括数据来源是否安全,是
否侵犯隐私等。

同时,大数据时代对审计岗位、就业结构、从业人员素养等方面也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根据世

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8 未来职业》报告,自动化技术和智能科技的发展将取代 7
 

500 万份工作,但
随着重新规划机器与人类的分工,另有 1. 33 亿份新工作将应运而生。 大数据环境下的审计取证模

式将以数据分析为核心,同时,随着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的引入,具备计算机科学、信息系统管

理等理工科专业背景的人员将备受会计师事务所的欢迎与重视,就业岗位也将有所侧重。 审计师

也应调整自身知识架构,除拥有会计、审计等专业必备知识外,还应掌握统计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等方面的知识,并提升自身数据分析与处理能力,培养信息技术思维模式。

四、研究展望

综上所述,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与实务界就大数据对注册会计师审计的影响已有不少研究,探
讨了许多问题,但也有许多问题未被提及。 随着这一领域的研究和发展,一些问题或将变得不重

要,而某些问题则又突显出来,有待于进一步地、系统地研究与探索。
就微观层面,大数据分析对注册会计师审计的重要性不容忽视,它正影响和改变着注册会计师

审计的业务流程、业务能力以及业务范式,但相关理论框架则有待发展,也缺乏具体的指引。 大数

据的实践大都先于理论研究,而理论升华是解决大数据实践问题的科学方法的凝炼与总结[50] ,注册

会计师审计亦然。 如果没有正式的理论指导,大数据分析结果可能会被错误地解释并产生误报[51] 。
同时,数据的来源问题、信息隐私与信息安全问题、基于大数据技术可开发与运用的分析程序及其

优缺点等问题,都需要以恰当的方法和技术为基础,在科学研究范式框架内展开探讨,以确保研究

的严谨性和系统性,且需要具体的案例研究与调查分析予以佐证。
就宏观层面,大数据环境对注册会计师审计的整体效能影响的经验分析,对审计从业人员素

质、人员结构的经验分析尚未展开。 同时,审计行业正经历着范式的转变,监管机构、行业协会等应

如何更新或修改现有的审计标准以适应新环境、如何规范新的审计模式与程序(如区块链的智能审

计程序)、如何打破与升级监管模式等问题,亟待理论与经验研究的进一步开展、丰富与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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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obile
 

communication 
 

e-commerce
 

and
 

internet
 

technology 
 

human
 

society
 

has
 

been
 

brought
 

into
 

the
 

era
 

of
 

big
 

data.
 

Big
 

data
 

contains
 

huge
 

social
 

and
 

economic
 

value 
 

it
 

promot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people s
 

thinking
 

mode 
 

changes
 

the
 

train
 

of
 

thoughts
 

and
 

technologies
 

for
 

people
 

to
 

understand
 

and
 

study
 

social
 

and
 

economic
 

phenomena 
 

and
 

creates
 

a
 

new
 

paradigm
 

based
 

on
 

data
 

management 
 

data
 

analysis
 

and
 

application.
 

I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for
 

the
 

upgrading
 

of
 

existing
 

industries
 

and
 

the
 

birth
 

of
 

new
 

industries.
 

Data
 

resources
 

have
 

become
 

the
 

basic
 

strategic
 

resources
 

of
 

a
 

country 
 

which
 

is
 

redefining
 

the
 

process
 

and
 

way
 

of
 

national
 

strategic
 

decision-making
 

and
 

social
 

management 
 

enterprise
 

management
 

decision-making 
 

and
 

individual
 

decision-making.
 

Big
 

data
 

will
 

emb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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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analysis 
 

data
 

mining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into
 

the
 

existing
 

framework 
 

thereby
 

enriching
 

the
 

existing
 

research
 

framework
 

and
 

advancing
 

research
 

by
 

opening
 

the
 

black
 

box 
 

of
 

economic
 

processes.
 

Big
 

data
 

also
 

inevitably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and
 

reform
 

on
 

the
 

audit
 

industry
 

of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Big
 

data
 

drives
 

profound
 

changes
 

in
 

the
 

audit
 

environment
 

and
 

audit
 

object 
 

etc.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big
 

data
 

technology
 

and
 

audit
 

theory
 

and
 

practice
 

has
 

been
 

require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udit
 

industry 
 

which
 

may
 

become
 

a
 

turning
 

point
 

of
 

modern
 

audit.
 

In
 

this
 

paper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research
 

of
 

this
 

subject
 

are
 

analyzed
 

from
 

three
 

dimensions 
 

first
 

of
 

all 
 

from
 

the
 

CPA
 

audit
 

profession
 

development
 

level 
 

existing
 

studies
 

show
 

that
 

under
 

the
 

environment
 

of
 

big
 

data 
 

the
 

basic
 

theory
 

of
 

audit
 

and
 

the
 

target
 

may
 

not
 

change 
 

but
 

using
 

big
 

data
 

in
 

the
 

audit
 

has
 

become
 

inevitable 
 

big
 

data
 

technology
 

will
 

be
 

organic
 

in
 

audit
 

practice 
 

it
 

is
 

bound
 

to
 

drive
 

the
 

audit
 

mode
 

and
 

audit
 

subjects
 

to
 

change
 

or
 

put
 

forward
 

new
 

requirements
 

that
 

conform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The
 

audit
 

driven
 

by
 

big
 

data
 

will
 

definitely
 

affect
 

the
 

development
 

path
 

and
 

direction
 

of
 

the
 

audit
 

industry
 

in
 

the
 

future.
 

Secondly 
 

from
 

the
 

aspect
 

of
 

CPA
 

audit
 

mode 
 

existing
 

studies
 

show
 

that
 

CPA
 

audit
 

will
 

change
 

validation
 

audit 
 

type
 

into
 

exploring
 

audit 
 

type 
 

the
 

evidence
 

collection
 

model
 

of
 

data
 

auditing 
 

method
 

of
 

data
 

analysis
 

as
 

the
 

core
 

of
 

the
 

audit 
 

deconstr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audit
 

process 
 

and
 

synergy
 

of
 

several
 

kinds
 

of
 

operating
 

mode
 

has
 

become
 

the
 

direction
 

of
 

CPA
 

audit
 

mode
 

change.
 

Thirdly 
 

from
 

the
 

audit
 

subject
 

level 
 

existing
 

studies
 

show
 

that
 

the
 

audit
 

environment
 

becomes
 

more
 

complex
 

under
 

the
 

environment
 

of
 

big
 

data 
 

and
 

the
 

use
 

of
 

huge
 

amounts
 

of
 

data
 

greatly
 

changes
 

the
 

thinking
 

mode
 

and
 

operation
 

mode
 

of
 

auditors 
 

which
 

will
 

have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management
 

and
 

control
 

of
 

data
 

risks 
 

post
 

structure 
 

and
 

staff
 

quality
 

of
 

accounting
 

firms.
 

By
 

sorting
 

out
 

the
 

basic
 

thread
 

of
 

thoughts
 

of
 

the
 

overseas
 

and
 

domestic
 

research 
 

finally 
 

the
 

authors
 

put
 

forward
 

the
 

future
 

research
 

prospects
 

from
 

the
 

macro
 

and
 

micro
 

levels 
 

in
 

order
 

to
 

provide
 

new
 

ideas
 

and
 

method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udit
 

work
 

in
 

the
 

data
 

era 
 

so
 

a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udit
 

industry.
 

At
 

the
 

same
 

time 
 

the
 

research
 

of
 

this
 

paper
 

will
 

also
 

help
 

the
 

audit
 

department
 

to
 

solve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audit
 

practice 
 

so
 

as
 

to
 

adapt
 

to
 

the
 

arrival
 

of
 

the
 

data
 

era 
 

and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improving
 

the
 

audit
 

function
 

in
 

national
 

governance
 

to
 

some
 

ex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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