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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会计师事务所信息化建设是实现注册会计师行业高质量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如何设计一套科学合

理的会计师事务所信息化建设评价指标体系成为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本文借鉴国家信息化测评中心颁

布的《企业信息化基本指标构成方案》(以下简称《方案》)，结合会计师事务所的特点，运用模糊层次分

析法从战略规划、基础设施、技术应用、人力资源、安全保障与经济效益六个维度构建了会计师事务所

信息化建设评价指标体系，并应用于深圳和赣州市的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对其信息化建设质量进行评价

并提出相应的建议，以期为会计师事务所及时掌握信息化建设进程中现有技术和资源的使用状况、协助

发现问题提供理论参考，为推动行业信息化的跨越式发展，赋能行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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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formatization construction of accounting firms is an indispensable and important link to 
achiev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CPA profession, and how to design a set of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the informatization construction of accounting firms 
has become a key issue that needs to be solved urgently. This paper draws on the “Enterprise In-
formatization Basic Indicator Composition Scheme”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Scheme) issued by 
the National Informatization Evaluation Centre, and combines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ccounting 
firms, and constructs a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accounting firms’ informatization construction by 
using the fuzzy hierarchical analysis method from six dimensions, namely, strategic planning, infra-
structure, and applies it to an accounting firm in Shenzhen and Ganzhou City. It was applied to an ac-
counting firm in Shenzhen and Ganzhou City to evaluate the quality of its informat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put forward corresponding suggestions, with a view to providing theoretical references for ac-
counting firms to grasp the status of the use of existing technologies and resources in the process of 
informatization construction in a timely manner, assisting in the discovery of problems, and provid-
ing a powerful support for the promotion of the industry’s informatization leapfrog development and 
the empowerment of the industry’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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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为全面贯彻国家信息化发展、网络强国和数字中国战略，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于 2021 年 4 月 8 日发

布了《注册会计师行业信息化建设规划(2021—2025 年)》(以下简称《信息化规划》)，明确了“会计师事

务所信息化、行业管理服务信息化、协会办公信息化”的总体布局，实现行业信息化跨越式发展以赋能

行业的高质量发展。会计师事务所信息化是行业信息化的关键环节，但目前我国会计师事务所信息化建

设尚不充分、均衡，部分会计师事务所的信息化发展程度甚至落后于客户信息化水平。因此，设计一套

科学合理的会计师事务所信息化建设评价指标体系，及时找出其信息化建设中的短板，以更好地服务于

行业高质量发展，则显得尤为重要。 

2. 文献综述 

已有关于我国会计师事务所信息化建设的研究，一类是采用规范研究法，分析其信息化建设的痛点

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对信息化建设的意识不到位，内生创新动力不够，资金投入不足，信息化人才

匮乏以及对前沿信息技术融合应用不够是主要问题[1]。相较于大型事务所而言，中小型事务所收入低、

执业人员年龄结构偏高、学历层次和计算机相关专业人员比例偏低，其信息化建设水平滞后于大型事务

所[2]。为此，我国学者纷纷提出转变观念并加大信息化建设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投入[3] [4]，重视复合型

人才招聘和培养工作[4]，优化信息化基础设施[3]，普及并升级信息化工具[5]等对策。另一类是采用实证

研究法，探究会计师事务所信息化建设的经济后果。信息技术应用于事务所既能促进审计方法的改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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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模式的变更[6]、审计收费的增加[7]，也能提高其生产力水平和核心竞争力[8] [9]。会计师事务所信

息化建设能够提升审计效率[10]、审计质量[11] [12]以及审计师对高风险客户的风险控制水平[11]。 
通过以上文献的梳理，不难发现，学术界鲜有学者围绕会计师事务所信息化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的构

建问题展开深度探讨，实务界也尚未形成普遍认可的成熟评价体系。因此，本文借鉴《方案》，考虑会计

师事务所的特点，采用模糊层次分析法从信息化战略规划、信息化基础设施、信息化技术应用、信息化

人力资源、信息化安全保障和信息化经济效益六个维度构建会计师事务所的信息化建设评价指标体系。

这一方面为会计师事务所及时掌握信息化建设进程中现有技术和资源的使用状况、协助发现问题提供了

理论参考，另一方面为推动行业信息化的跨越式发展，赋能行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3. 会计师事务所信息化建设特点分析 

相较于其他行业的信息化建设，会计师事务所有其自身的特点，因此信息化建设指标体系的构建应

充分考虑其特点。 
首先，从业务范畴来看，会计师事务所的业务不仅围绕财务、审计、税务等多个领域，而且还需要

与客户、财政、金融、工商、公安和税务等部门进行业务往来，其业务范围广泛、流程复杂，处理的数据

规模也非常庞大。这种跨领域的业务合作模式，加之业务流程的复杂性和数据处理的海量性，共同决定

了会计师事务所在信息化建设上对于基础设施的高标准需求。这不仅仅体现在硬件设施的存储容量、处

理速度以及网络的带宽上，更强调了系统的可靠性、稳定性以及数据的高效处理能力，以确保在高强度、

高频率的业务操作中，信息系统能够稳定运行，支持业务的无缝衔接与高效执行。因此，评价指标体系

的设计过程中应重点考虑信息化基础设施和信息化技术应用这两个维度。 
第二，从人才结构来看，会计师事务所在招聘过程中更倾向于聘任有会计、审计、金融等经济管理

类专业背景的员工，而聘任的具有计算机专业背景或信息技术专业背景的员工较少。这种人才配置现状

导致了会计师事务所员工信息化技术水平普遍较低，从而导致了整个团队在信息技术应用、系统维护升

级以及数据分析等方面的能力相对薄弱。因此，在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过程中应重点关注信息化人力资

源这一维度。 
第三，从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来看，会计师事务所处理了大量较为敏感的财务数据和客户信息，以

上数据和信息涉及商业机密和个人隐私，对企业和客户的利益至关重要。因此，会计师事务所承担着极

高的数据保护责任。信息化安全保障不仅是技术层面的要求，更是法律合规与社会责任的体现。任何数

据的泄露或错误都可能对客户企业的商业机密、个人隐私乃至市场稳定造成严重影响。这导致会计师事

务所对数据的准确性和安全性要求极高。因此，在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过程中应着重考虑信息化安全保

障这一维度。 

4. 会计师事务所信息化评价指标的构建 

为了科学评价会计师事务所信息化建设水平，本文参考《方案》，结合会计师事务所的特点，构建

了会计师事务所信息化建设评价指标体系。该体系包括目标层、准则层和指标层。在会计师事务所信息

化建设评价指标体系这一目标层下，本文遴选出 6 个准则层。向会计、计算机领域专家咨询和讨论之后，

在 6 个准则层下确定了 21 个具体指标作为指标层。 
(一) 信息化战略规划 
信息化战略规划是会计师事务所在目前和未来一段时期，根据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所做出的系统规

划。它可以反映会计师事务所对信息化建设的关注程度以及战略实施情况，帮助会计师事务所更好地明

确目标和方向，更合理地规划资源投入。该准则层下包括信息化重视程度、信息化规划合理性和信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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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占比 3 个具体指标。 
(二) 信息化基础设施 
信息化基础设施是会计师事务所所需的硬件设备、软件系统、网络设备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和运维。

它可以反映会计师事务所在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情况、能力和成熟度，帮助会计师事务所了解

和评估信息技术硬件、软件、网络等基础设施的现状和水平。该准则层下包括信息化硬件投资、信息化

软件投资、联网计算机拥有量和网络性能水平 4 个具体指标。 
(三) 信息化技术应用 
信息化技术应用是会计师事务所采用的信息技术以及技术的应用程度。它可以反映会计师事务所对

信息技术的重视程度和运用能力，帮助会计师事务所提高业务流程效率、加强内部管理和提升决策支持。

该准则层下包括办公自动化程度、数据共享程度、审计业务流程信息化水平、知识检索工具和系统的建

立情况 5 个具体指标。 
(四) 信息化人力资源 
信息化人力资源是会计师事务所拥有的信息技术人才的数量和质量。它可以反映会计师事务所对信

息技术专业人才的需求和拥有程度，帮助会计师事务所提升整体竞争力。该准则层下包括人力资源指数、

IT 人才储备、信息化人才培训制度、IT 技术人员的信息化培训支出比例和非专业 IT 人员的信息化培训

支出比例 5 个具体指标。 
(五) 信息化安全保障 
信息化安全保障是会计师事务所在信息化运行中对信息安全采取的保护措施和机制。它可以反映会

计师事务所对信息安全的重视程度和维护能力，帮助会计师事务所及时发现和修复安全漏洞。该准则层

下包括信息隐私保护政策与措施、病毒防护软件的安装与配置覆盖率和网络攻击与数据泄露事件数量 3
个具体指标。 

(六) 信息化经济效益 
信息化经济效益是会计师事务所在应用信息化技术后所获得的经济回报。它可以反映会计师事务所

信息化项目对其经济运作和业务发展的影响和贡献，帮助会计师事务所更有效地进行战略规划和决策。

该准则层下包括利润增长率和客户满意度 2 个具体指标。 
基于以上 6 个维度的分析，本文构建的会计师事务所信息化建设评价指标体系如表 1 所示。 

 
Table 1. Evaluation indicators of accounting firm informatization construction 
表 1. 会计师事务所信息化建设评价指标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指标解释 

会计师事务

所信息化建

设评价指标

体系(X) 

信息化战略规划
(Y1) 

信息化重视程度(Z11) 

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信息化工作最高领导者的地

位：若最高领导者是一把手，得 100 分；若是二

把手，得 80 分；若是三把手，得 60 分；若是部

门领导，得 40 分 

信息化规划合理性(Z12) 

若会计师事务所制定的信息化规划与组织战略

相契合，目标十分明确且计划充分可行，得 100
分；若信息化规划与组织战略基本契合，目标基

本明确且计划有一定的可行性，得 80 分；若信

息化规划与组织战略较为契合，目标不明确且计

划可行性较差，得 60 分；若信息化规划与组织

战略不契合，目标需要全面调整和重塑且计划不

可行，得 4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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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信息化投资占比(Z13) 
会计师事务所信息化项目的投资总额/会计师事

务所资产总额 

信息化基础设施
(Y2) 

信息化硬件投资(Z21) 
会计师事务所信息化硬件的总投入，包括成本、

配套设施成本、运维与维护成本等 

信息化软件投资(Z22) 
会计师事务所信息化软件的总投入，包括软件采

购成本、实施和定制化成本、运维和升级成本等 

联网计算机拥有量(Z23) 
会计师事务所拥有的与互联网连接的计算机数

量 

网络性能水平(Z24) 

若会计师事务所网络的出口带宽在 1000M 及以

上，得 100 分；若在 100M (不含)和 1000M (不
含)之间得 90 分；若是 100M，得 80 分；若在

100M (不含)以下，得 60 分 

信息化技术应用
(Y3) 

办公自动化程度(Z31) 

会计师事务所在会议管理、信息集成、日程管理、

报告和数据分析、项目管理、电子邮件、文档处

理等方面是否实现信息化管理，实现一项加 15
分，满分为 100 分 

数据共享情况(Z32) 

会计师事务所各软件和系统间是否形成数据共

享，即让在不同地方使用不同计算机、不同软件

的人能够读取他人数据并进行各种操作、运算和

分析 

审计业务流程信息化水平
(Z33) 

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业务流程全部实现最优控

制，得 100 分；若审计业务流程实现了 80%以上

的信息化覆盖并实现即时、全面的信息共享，得

80 分；若审计业务流程实现了 50%以上(含)的信

息化覆盖并实现部分信息共享，得 60 分；若审

计业务流程仅实现了 50%以下信息化覆盖且存

在比较严重的信息孤岛现象，得 40 分 

知识检索工具和系统的建

立情况(Z34) 
会计师事务所是否建立知识库作为后台支撑 

信息化人力资源
(Y4) 

人力资源指数(Z41) 
会计师事务所大专(含)以上学历的员工数/会计

师事务所员工总数 

IT 人才储备(Z42) 会计师事务所 IT 人才数量/会计师事务所总人数 

信息化人才培训制度(Z43) 

若会计师事务所建立的信息化人才培训制度十

分完备且实施成效良好，得 100 分；若该制度较

完备、实施成效一般，得 80 分；若该制度基本

完备、实施成效较差，得 60 分；若该制度不完

备，则得 40 分 

IT 技术人员的信息化培训

支出比例(Z44) 
会计师事务所 IT 技术人员的信息化培训支出/会
计师事务所培训支出总额 

非专业 IT 人员的信息化培

训支出比例(Z45) 

会计师事务所的会计、审计人员、管理层、合伙

人等的信息化培训支出/会计师事务所培训支出

总额 

信息化安全保障
(Y5) 

信息隐私保护政策与措施
(Z51) 

会计师事务所是否制定了信息隐私保护政策与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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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病毒防护软件的安装与配

置覆盖率(Z52) 
会计师事务所安装了病毒防护软件并进行有效

配置的计算机数量/会计师事务所计算机总数量 

网络攻击与数据泄露事件

数量(Z53) 
会计师事务所网络攻击与数据泄露事件的实际

数量 

信息化经济效益
(Y6) 

利润增长率(Z61) 会计师事务所年利润增长额/上年利润总额 

客户满意度(Z62) 

通过客户满意度调查等方法，得出客户满意度评

分，若客户满意度> 90%，得 100 分；若在

70%~90%，得 80 分；若在 50%~70%，得 60 分；

< 50%，得 40 分 

5. 基于模糊层次分析法的指标权重的确定 

5.1. 指标权重的确定和赋分 

本文采用了模糊层次分析法来确定各指标的权重，在层次分析法的基础上引入了模糊逻辑，用于处

理问题中存在模糊性和不确定性的情况，将决策问题分解为不同层次进行评判。该方法一方面关注了对

象的层次性，使用模糊语言描述和评估，可以反映出不确定性和模糊性的程度；另一方面充分考虑了人

的经验，让决策结果更加的客观和真实[13]。本文按照以下 3 个步骤来确定各个层级的权重并赋分。 
(1) 建立模糊互补判断矩阵。通过构造判断矩阵，采用 0.1~0.9 标度法来确定不同层级评价指标之间

的相对重要性 1。 
(2) 计算权重。若模糊互补判断矩阵为 ( )ij n n

R r
×

= ， ( )1 2, , , nW W W W= ⋅⋅⋅ 是 R 的权重向量，则利用 

以下权重计算式[14]： 

( ) ( )
1 1

2 1,2, ,
1

n
ijj

i

nr
W i n

n n
=

+ −
= = ⋅⋅⋅

−

∑
                              (1) 

(3) 模糊互补判断矩阵一致性检验。本文借鉴陈华友(2004) [15]的方法，通过对模糊判断矩阵和其特

征矩阵的相容性指标进行一致性检验，其表达式如下： 

( ) 2 , 1

1, 1n
ij iji jI A B a b

n =
+ −∑                                 (2) 

( )
1,2, ,i

ij
i j

W
W ij n

W W
= ⋅∀ = ⋅⋅⋅

+
                               (3) 

( )ij n n
W W∗

×
=                                      (4) 

其中，相容性指标为 ( ),I A B ，特征矩阵为W ∗ ， ( )ij n n
A a

×
= 、 ( )ij n n

B b
×

= 均为模糊互补矩阵。如果相容性 

指标值 I 低于某一临界值 ɑ (通常取 ɑ = 0.1)，那么该判断矩阵满足一致性。 
(4) 赋分。计算得出指标权重后，本文对各指标按照百分制进行打分，分为五个档位：很好(80~100)、

较好(60~79)、一般(40~59)、较差(20~39)、很差(0~19)，将指标层各指标得分和其总权重相乘累加得到最

终得分。 
最后，将准则层的权重值和指标层的权重值相乘，得到的结果作为一个新的合成权重，会计师事务

 

 

10.1~0.9 标度法中：rii = 0.5，表示因素 ri与其自身相比同等重要；rij∈[0.1,0.5)，则表示因素 rj比因素 ri重要；若 rij∈(0.5,0.9]，则表

示因素 ri比因素 rj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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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信息化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的权重汇总如表 2 所示。 
 
Table 2. Summary of the weights of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the informatization level of accounting firms 
表 2. 会计师事务所信息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的权重汇总 

目标层 准则层 权重 指标层 权重 合成权重 

会计师事

务所信息

化建设评

价指标体

系 

信息化战略规划 0.1568 

信息化重视程度 0.2911 0.0456 

信息化规划合理性 0.3537 0.0555 

信息化投资占比 0.3552 0.0557 

信息化基础设施 0.1645 

信息化硬件投资 0.2206 0.0363 

信息化软件投资 0.2254 0.0371 

联网计算机拥有量 0.2858 0.0470 

网络性能水平 0.2682 0.0441 

信息化技术应用 0.1615 

办公自动化程度 0.2450 0.0396 

数据共享情况 0.2455 0.0396 

审计业务流程信息化水平 0.2512 0.0406 

知识检索工具和系统的建立情况 0.2583 0.0417 

信息化人力资源 0.1635 

人力资源指数 0.1740 0.0284 

IT 人才储备 0.1817 0.0297 

信息化人才培训制度 0.2065 0.0338 

IT 技术人员的信息化培训支出比例 0.2078 0.0340 

非专业 IT 人员的信息化培训支出比例 0.2300 0.0376 

信息化安全保障 0.1840 

信息隐私保护政策与措施 0.3207 0.0590 

病毒防护软件的安装与配置覆盖率 0.2985 0.0549 

网络攻击与数据泄露事件数量 0.3808 0.0701 

信息化经济效益 0.1697 
利润增长率 0.4382 0.0744 

客户满意度 0.5618 0.0953 

5.2. 指标权重分析 

由表 2 可知，准则层指标的重要性排序依次是：信息化安全保障 > 信息化经济效益 > 信息化基础

设施 > 信息化人力资源 > 信息化技术应用 > 信息化战略规划。“信息化安全保障”权重为 0.1840，排

在第一位。在我国政府制定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中明确指出

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信息化规划》也特别强调在信息化发展的同时，要健

全网络安全保障体系，提高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加之会计师事务所处理的数据大多涉及客户的商业机密

和财务信息，对信息安全的要求非常高。而管理者往往会忽视信息化安全保障的重要性，部分会计师事

务所为了节约成本使用第三方免费软件，使得信息安全存在较大的隐患[5]。因此，在指标权重的分配过

程中，专家趋向认为信息化安全保障应该被赋予最高的权重。 
在信息化战略规划维度中权重最高的是信息化投资占比，为 0.3552。信息化投资的多少直接影响着

会计师事务所的信息化水平和技术能力。较高的投资占比意味着更多的资源用于信息化建设，可以支持

更大规模的技术采购、系统实施和员工培训，更好地推动信息化战略的制定，从而提升信息化水平和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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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能力。可见，资金的充分投入对于实现信息化战略规划目标至关重要。在信息化基础设施维度中，权

重最大的是联网计算机拥有量，为 0.2858。联网计算机拥有量决定了会计师事务所的信息化基础能力。

随着信息化的不断发展，拥有足够数量的联网计算机是确保会计师事务所正常运行和高效处理业务的关

键因素，为会计师事务所开展信息化工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因此，联网计算机的拥有量对于提高会计

师事务所的信息化基础设施水平至关重要。在信息化技术应用维度中，知识检索工具和系统的建立情况

的权重占比最大，为 0.2583。强大的知识库是提高审计工作质量的重要基础[16]。会计师事务所提供的服

务较为专业，准确和及时地获取专业知识和信息对于其向客户提供高质量的服务至关重要。《信息化规

划》中也提出要丰富行业知识库建设，帮助会计师事务所有效地组织、存储和获取各种信息和知识资源，

提高工作效率和准确性，为注册会计师的执业提供信息支撑。在信息化人力资源维度中，重要性程度最

高的是非专业 IT 人员的信息化培训支出比例，为 0.2300。在会计师事务所中，专业 IT 人员的重要性不

言而喻，但其主要员工群体是非专业 IT 人员，他们缺乏信息化方面的知识和技能。如果对他们不进行信

息化培训，那么其在信息化应用方面的能力将更加有限。只有当会计师事务所执业员工都具备一定的信

息化技能和知识时，才能使其更好地适应信息化的发展和应用以提高整体的信息化能力，进而推动行业

信息化人才队伍建设的进程。因此，对于非专业 IT 人员进行信息化培训在提高整体信息化意识方面具有

显著的作用。在信息化安全保障维度中，权重最大的是网络攻击与数据泄露事件数量，为 0.3808。这是

因为网络攻击和数据泄露事件很可能导致重要数据的泄露、篡改或丢失，对会计师事务所的业务运作和

声誉将带来严重的损害。它是衡量信息安全保障水平的关键因素，通过对网络攻击和数据泄露事件的数

量进行监测和控制，会计师事务所可以更好地识别和应对潜在的信息安全风险，进而保护其核心数据、

稳定业务开展、维护其声誉。在信息化经济效益维度中，客户满意度所占的权重比重最大，为 0.5618。
贯彻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要最大程度地满足客户多样性需求[3]。通过客户满意度这一衡量会计

师事务所信息化经济效益的关键指标来了解客户的需求，可以更好地创新和改进信息化服务，最终推动

会计师事务所信息化经济效益的提升。因此，综合专家们的评估，本文认为这些指标的权重分配相对合

理。 

6. TOPSIS 评价模型 

6.1. TOPSIS 模型 

(1) 基本原理 
TOPSIS 是一种多属性决策方法，用于帮助决策者在多个备选方案之间做出最佳选择。它基于数学模

型，通过比较每个备选方案与理想解决方案之间的相似性来确定最佳选择。 
(2) 具体步骤 
第一步，建立原始指标数据矩阵： 

( )
11 1

1

    
n

ij m n

m mn

x x
A X

x x
×

 
 = =  
  



  



                                 (5) 

第二步，指标量化及标准化决策矩阵 
由于指标之间存在定量和定性的差异，难以进行对比，因此对定性指标要进行量化处理，若定性指

标的回答为“否”，则赋值为 0，为“是”，则赋值为 1。不同的评价指标存在不同量纲，应对出事数据

进行标准化处理。 
正向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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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

max min

ij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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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j

X X
a

X X
−

=
−

                                    (6) 

负向指标： 

max

max min

j ij
ij

j j

X X
a

X X
−

=
−

                                    (7) 

得到标准化决策矩阵： 

( )ij m n
A a

×
=                                       (8) 

第三步，构建加权决策矩阵 V 

( )ij m n
V v

×
=                                       (9) 

ij iv W A= ×                                      (10) 

第四步，确定正理想解 jV +和负理想解 jV −： 

( ) ( )1max , ,maxj i inV v v+  ⋅⋅ ⋅                                 (11) 

( ) ( )1min , ,minj i inV v v−  ⋅⋅ ⋅                                 (12) 

第五步，计算最优距离 iD+ 和最劣距离 iD−： 

( )2

1
n

i i ijjD V v+ +
=

= −∑                                 (13) 

( )2

1
n

i i ijjD V v− −
=

= −∑                                 (14) 

第六步，计算相对接近度𝐶𝐶1𝑖𝑖 

1
i

i
i i

D
C

D D

−

+ −=
+

                                   (15) 

6.2. 评价结果讨论 

以深圳市某会计师事务所和赣州市某会计师事务所的信息化建设水平为研究对象 2，采用发放问卷的

方式对这 2 家会计师事务所收集数据，将数据导入 SPSSAU 软件，得到评价结果如下： 
 
Table 3. Calculation results and ranking of relative proximity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nstruction levels of two accounting 
firms 
表 3. 两家会计师事务所信息化建设水平相对邻近度计算结果及排名 

会计师事务所 正理想解距离 D+ 负理想解距离 D− 相对接近度 C 排序结果 

深圳市 0.557 0.830 0.598 1 

赣州市 0.830 0.557 0.402 2 
 

从表 3 中可以看出，深圳市的这家会计师事务所信息化建设相对赣州市的效果更好。这一点可以从

相对接近度 C 值的大小来看：深圳市的相对接近度为 0.598，更接近 1，表明其信息化水平较高；而赣州

市的相对接近度仅为 0.402，远低于深圳市，显示出其信息化水平较低。对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进行剖析：

 

 

2深圳市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现有九名合伙人，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50 万元；赣州市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现有三

名合伙人，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5 万元。 

https://doi.org/10.12677/fia.2025.141008


聂雨琪 
 

 

DOI: 10.12677/fia.2025.141008 71 国际会计前沿 
 

首先，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者和重要窗口，其经济发展迅猛，企业数量庞大，对会计师事务所

的服务需求也显著增加。这将促使会计师事务所必须提升其信息化水平，以适应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

而赣州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滞后，企业数量和规模较小，对会计师事务所的需求相对较低，导致会计师

事务所提高信息化需求迫切程度不强。其次，作为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重要城市、中国的科技创新中

心之一，深圳拥有先进的科技环境和基础设施，吸引了大量科技公司和信息技术企业。会计师事务所能

通过与这些公司合作，获得更多的科技支持和便利条件，从而推动信息化建设的进程。相较之下，赣州

的资源和基础设施较为有限，会计师事务所可能面临科技支持不足的挑战。此外，深圳雄厚的资源基础

和对高素质人才的强烈需求吸引了大量优秀人才，尤其是信息技术领域的专业人士，这为会计师事务所

的信息化建设注入了强大支持。与此形成对比的是，赣州可能面临人才流失和人才短缺的问题，这可能

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当地会计师事务所信息化水平的提升。最后，作为经济特区，深圳近年来发布了一

系列政策以推动信息化建设，包括《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发展规划(2010-2025 年)》《深圳市推进

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行动计划(2022-2025 年)》《大力促进 5G 创新应用发展的若干措施》和《互联网+
行动计划》。这些政策为深圳的会计师事务所提供了丰富的政府支持和财政补贴，促进其信息化基础设

施的建设和升级，使得其信息化水平较高。相比之下，赣州市虽然也在推进信息化建设，但相较于深圳

的综合政策体系，其覆盖范围和资金投入较为有限。这些因素都可能导致处在深圳市的这家会计师事务

所的信息化建设更符合预期水平。 

7. 结论与建议 

7.1. 结论 

在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深入推进，注册会计师行业也应紧跟时代步伐，全面贯彻国家信息化发展、

网络强国和数字中国战略。本文参考《方案》，紧密结合会计师事务所的特点，构建了会计师事务所信

息化建设评价指标体系。为了更加准确地评估各指标在信息化建设中的重要性程度，本文通过构建层次

结构模型、确定判断矩阵、计算权重向量等步骤，我们得到了各指标的相对权重，为会计师事务所制定

信息化发展战略、优化资源配置提供了有力的数据支持。这一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不仅有助于会计师

事务所明确信息化建设的方向和重点，提升信息化水平，还能够促进整个注册会计师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为行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7.2. 建议 

本文选取了深圳市和赣州市各一家会计师事务所作为研究案例，对两者进行深入对比分析，探讨其

信息化建设水平差异的原因，并为政府推动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信息化建设提出以下建议： 
(1) 加强与科技企业的合作 
政府可以促进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与本地科技公司之间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通过提供技术支持、

合作项目及咨询服务，帮助事务所获取必要的技术资源。政府还可以搭建技术交流平台，定期举办技术

对接会、研讨会等活动，为事务所提供与科技企业面对面交流的机会，促进技术资源的有效对接，支持

事务所与科技公司共同申报科技项目，为事务所提供与科技企业对接的机会，推动信息化建设进程。 
(2) 实施渐进式信息化建设 
政府可以鼓励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采取渐进式的信息化建设策略。支持事务所从基础系统入手，如

财务软件、办公自动化系统等，确保基础业务的信息化覆盖。在此基础上，逐步升级至复杂的信息化解

决方案，如数据分析、智能审计等工具，提升事务所的业务处理能力和服务水平。政府可以通过提供阶

段性资助和技术指导，帮助事务所合理规划，分阶段推进信息化建设项目，确保稳步提升信息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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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加强政府补贴和资金支持 
政府可以出台政策，为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提供专项补贴和资金支持。设立信息化发展基金，对事

务所的信息化建设项目给予直接的资金扶持。同时，政府还可以设立科技创新奖励，减轻事务所信息化

升级的成本，并定期发布相关资金申请指南，明确申请条件、流程和要求，帮助事务所了解并申请这些

财政支持。此外，政府还可通过税收优惠、贷款贴息等方式，降低事务所的融资成本，为其信息化建设

提供更有力的资金保障。 
(4) 加强人才培养和引进 
政府可以通过制定相关政策来支持人才培养和引进，例如通过制定优惠政策，吸引更多学生选择会

计、审计等相关专业，并为其提供奖学金、补贴学费等激励措施。同时，推动会计师事务所与高校合作，

共建实践基地、开设双证(学校 + 企业)培养模式，让学生在校期间就能接触到实际业务，培养更多有实

践经验的人才。此外，政府还可通过引进高层次会计人才、设立专家库等方式，为事务所提供智力支持

和咨询服务，推动整个会计行业的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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