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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GenAI)技术的飞速发展，其在审计领域的应用逐渐显现出巨大潜力。研究表明，

GenAI不仅提升了审计效率和准确性，还优化了审计报告的编写过程，减少了人工错误，增强了数据分

析和决策的透明度等等便利。然而，AI审计的实施也面临诸如数据治理、算法可信度、审计人员独立性

等问题。为了确保AI审计技术的有效性和公正性，研究提出了加强数据保密、提高审计人员技术水平以

及独立性以及提升算法透明度等解决措施。以促进审计技术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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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AI) technology, its application 
in the auditing field has gradually demonstrated enormous potential. Research shows that GenAI 
not only improves auditing efficiency and accuracy but also optimizes the process of drafting audit 
reports, reduces human errors, and enhances the transparency of data analysis and dec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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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king, among other benefits. Howev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AI in auditing also faces issues such 
as data governance, algorithm reliability, and the independence of auditors. To ensure the effective-
ness and fairness of AI auditing technology, research suggests solutions such as strengthening data 
confidentiality, enhancing the technical competence and independence of auditors, and improving 
algorithm transparency. These measures aim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uditing 
technology and societal tr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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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数字经济时代，生成式人工智能(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AI)作为一种前沿技术，正在

以惊人的速度改变各行各业的生产方式与创新模式。GenAI 借助深度学习和神经网络算法，能够自动生

成高质量的文本、图像、音频，甚至代码，模拟人类创造力，完成一些传统上依赖人工的任务。其应用领

域涵盖了翻译、内容创作、数据分析、法律文书生成等多个方面，表现出色[1]。数字化转型不仅改变了

审计流程，还对审计人员的角色提出了新的要求。尤其是“数字化审计师”的概念，强调审计人员不仅

要掌握传统审计技能，还应具备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等数字化技能。具体到审计行业，GenAI 在审计数

据采集、整合处理、分析总结的能力同样具有显著优势。为应对新兴技术带给审计工作的冲击与困难，

加快新型审计人才的培养已然成为一条重要途径。 
2021 年 6 月中央审计委员会办公室、审计署印发的《“十四五”国家审计工作发展规划》提出[2]，

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强审的要求，加强审计技术方法创新，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开

展审计，提高审计质量和效率”，要“提升信息化支撑业务能力”，要“提升数据管理水平”，要“加强

数据资源分析利用”。同年《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文

中指出要加大重大原始创新人才培养力度。要建立交叉学科发展引导机制，培养高水平复合型人才[3]。 
本文在总结分析生成式人工智能(GenAI)技术应用的优势特征基础上，梳理出其对审计工作带来的诸

多难题，进而探究新技术应用对审计人才培养的新需求，以期能为我国人工智能技术背景下审计人才培

养提供新思路。 

2. 生成式人工智能(GenAI)应用于审计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在国内研究中，关于生成式人工智能(GenAI)大多是各种场景下的应用思考和风险规避。其中关于审

计工作的有以下几种观点[4]。发现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通过学习大量数据，发现数据内在结构和规律，

通过模拟现有规律，生成与真实数据相似的模拟数据，进而解决数据不足的难题，同时提高了数据分析

精确度，数据分析效率。以提高审计人员对事物规律的认识[5]。发现在内部审计工作中，基于百度文心

大模型的“文心一言”可以帮助审计人员辅助制定审计方案、撰写审计底稿、查找审计线索等，可以帮

助审计人员在面对陌生业务领域时快速找到审计方向，提高审计效率[6]。指出 ChatGPT 能够与企业的内

部的信息系统进行连接，利用其机器学习能力、分类整理功能、自然语言生成技术等，与 Python、RPA
等技术协同，赋能内部审计的信息收集、数据分析、报告生成等业务，实现内部审计智能化[7]。指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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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式 AI 在舞弊审计领域发挥出的技术优势同样明显，不仅可以通过对企业交易和账户数据进行大量分

析，进而快速识别舞弊风险，同时生成式 AI 还能基于对历史数据的分析，预测未来可能发生的舞弊类型

和其他违规行为，及时提醒企业，降低可能的经济损失[8]。则认为 AI 驱动的审计变革仍面临着 AI 审计

理念尚未完全确立、数据治理风险制约技术应用、算法可信赖风险制约了大模型的应用以及 AI 驱动审计

变革的效能仍未充分释放等多个难题。 
国外研究中关于 GenAI 在审计工作中发挥的作用与国内有相似的观点。此外，在评估外部审计师在

欺诈风险评估中的有效性时[9]，强调了数字技术技能在增强审计师能力方面的关键作用。在财务审计的

核心专业技能中，批判性思维被认为是使用信息技术时不可或缺的。对通过人工智能获得的审计结果进

行合理解释和专业推理非常关键。培养怀疑性思维和心理表征技能，尤其是在“解决问题”领域的训练，

也是非常重要的[10]。尽管新兴技术在提高审计效率和质量方面表现出色，但在某些审计任务中，使用人

工智能技术也存在削弱某些专业技能的风险。过度依赖人工智能可能导致审计人员忽视专业判断，进而

产生遗漏、误诊或误解人工智能识别数据的情况。 

3. 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审计行业中的应用 

得益于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生成式人工智能(Gen AI)逐渐渗透到审计行业的各个方面，成为提

升审计效率、优化流程、提高审计质量的关键技术。生成式人工智能不同于传统的机器学习，它不仅能

够分析数据，还能生成新内容、模拟复杂场景，为审计人员提供更加精准、创新的支持。见下图 1、图 2
可以直观的感受 GenAI 技术在审计工作的应用以及在不同部分的应用比重。 

(1) 随着企业规模和经营领域的复杂化，产生的数据量急剧增加，传统的人工审计难以高效处理这些

海量的财务数据和交易记录，导致潜在风险和异常难以及时发现。生成式人工智能(GenAI)凭借其强大的

数据处理和深度学习能力，在智能数据分析和异常检测中展现了巨大潜力。GenAI 通过模式识别和数据

挖掘技术，从海量数据中提取关键信息，自动识别潜在风险或欺诈行为。这不仅减少了人工分析的时间

和精力，还使审计人员能集中精力进行高层次的分析与决策。通过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使用情况发现，

机器人流程自动化(RPA)能帮助企业降低 30%~60%的成本，审阅时间缩短 90%，准确率接近 100%。GenAI
通过实时监控交易活动中的异常波动，能自动发出警示，提高数据分析的效率并减少遗漏，从而增强审

计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Figure 1. The proportion of application of GenAI technology in different parts of audit work 
图 1. GenAI 技术在审计工作中不同部分的应用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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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The feasible operational process of GenAI technology in audit work 
图 2. GenAI 技术在审计工作中的可行运作流程 

 
更为重要的是，GenAI 的智能分析能力并不局限于基础的异常检测。其深度学习能力使其能够对复

杂的财务数据进行全方位的分析，识别出数据之间的微妙关系和潜在趋势。这种高度智能化的分析过程

帮助审计人员更深入地理解财务状况，并揭示出一些在传统审计中可能被忽略的问题。在以往的审计过

程中，审计人员需要耗费大量时间逐项分析每笔交易，而借助 GenAI 的辅助，他们能够更加高效地识别

出异常数据，及时采取措施应对潜在风险。 
(2) 数据与审计报告的自动生成。生成式人工智能(GenAI)在审计报告的生成与沟通中展现了显著的

优势，为审计人员提供了强有力的智能支持。审计报告是审计工作的核心成果，然而传统的报告编写过

程繁琐且容易受到人为错误的影响。通过深度学习和大数据分析，生成式人工智能能够自动从大量的财

务数据和审计证据中提取关键信息，迅速生成符合标准和规范的报告初稿。这种自动化过程不仅大大提

升了编写效率和准确性，还减少了审计人员在报告撰写中所需的手工劳动。 
相比传统的人工编制审计报告，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优势在于能够自动整理和分析数据，将其转化为

简洁明了的文字，并生成必要的统计图表、表格和图形，帮助直观展示数据的趋势、关联性和差异[11]。
这些自动生成的内容使得审计结论更加清晰，进一步提升了报告的可理解性和沟通效果。特别是在与客

户或其他相关方的沟通中，生成式人工智能能够解答疑问并消除困惑，从而增强审计结果的透明度和可

读性。 
此外，生成式人工智能还能根据不同审计项目的具体需求，自动调整报告的结构、语言风格和内容

深度，以满足不同客户的个性化需求。审计人员只需要对报告草稿进行审查和修改，从而显著减少了重

复性和机械性的工作，并提升了报告编制的质量与效率。通过这种方式，审计人员能够将更多精力集中

在高层次的审计分析和判断上，进一步优化审计工作的整体效果。 
(3) 持续学习、优化与合规性适应。生成式人工智能(GenAI)在审计领域的应用，不仅体现在提高工

作效率和减少人为错误上，还展现了其强大的持续学习和自我优化能力。随着审计项目的推进，GenAI 系
统能够通过分析和处理不断变化的数据，自动调整和优化其分析模型，使其更加精准和灵活。以财务风

险的识别为例，当在审计中发现某种类型的异常或潜在风险模式时，它可以记录下信息，还能够自动调

整分析模型，以便更有效地检测未来类似的风险。这种学习机制使得 GenAI 在长期使用过程中能够不断

积累经验，提升其在不同审计项目中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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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审计行业面临着复杂且不断变化的合规性和监管要求。新的会计准则、财务报告标准以及审计

标准的出台，审计人员需要频繁更新和调整审计流程。当新的法规和标准出台时，智能系统能够迅速学

习和理解这些变化，并自动将其融入到审计流程中。例如，当新财务报告标准发布时，GenAI 可以通过

更新其内部规则库，自动将新的会计准则和财务报告要求应用于审计分析中，确保审计工作符合最新的

法规要求。这种自动化的适应能力，大大减轻了审计人员的负担，也确保了审计过程中的合规性。 
更进一步，在审计过程中，GenAI 能够实时监控客户的财务报告，检查其是否符合现行的法规要求。

一旦发现潜在的合规问题，便可以自动生成报告或警告，提示审计人员关注某些关键点。通过这种自动

化的检查机制，不仅提高了审计效率，还大大减少了人为错误的风险，确保了审计结论的准确性和合规

性。 

4. GenAI 技术审计运用中的潜在问题 

(1) 数据质量以及保密性问题 
生成式人工智能(GenAI)的决策效能高度依赖于训练数据的质量与完整性。在审计领域，数据质量缺

陷(如数据缺失、错误条目、信息矛盾及维度不全)可能导致模型对财务指标的误判，从而削弱审计结论的

可靠性。特别是在跨周期审计或跨部门协作场景中，数据治理的复杂性会显著增加，数据源异构性与时

间序列断裂问题易引发分析偏差。为此，审计机构需建立全流程数据治理框架，包括动态数据清洗流程、

多源数据交叉验证机制以及知识图谱辅助的完整性补全技术，以提升输入数据的可信度。 
此外，数据的隐私性和安全性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审计过程中涉及大量敏感的财务数据、客户信

息，如何在使用 GenAI 技术时确保这些数据不被泄露或滥用是一个重大的挑战。若数据在采集、存储或

传输过程中未能得到充分保护，可能导致信息泄露或数据篡改，进而损害客户的利益，甚至引发法律和

伦理问题。 
(2) 人工智能与审计人员的角色冲突 
随着 GenAI 在审计中的应用逐步深化，审计人员的角色和工作职责可能会发生变化。AI 的自动化能

力可以替代一些重复性、低技能的工作任务，像是数据整理、样本检查和基础性计算等，从而提高审计

效率。长此以往，某些职位可能会被压缩，审计人员可能需要转向更高层次的任务，如复杂的判断和决

策等。此外，审计人员与 GenAI 系统之间的协作关系也要妥善处理。虽然 AI 可以帮助审计人员处理大

量数据并生成报告，但审计工作仍然需要审计人员的成熟经验判断，尤其是在面对复杂、模糊的审计问

题时。审计人员会发现，AI 的建议与自己的判断存在差异，这就存在选择性问题。这就会引发对 AI 决

策的怀疑和不信任。如何平衡 AI 的应用与审计人员的职责，确保两者能有效协同工作，已成为审计行业

的一大挑战。 
(3) GenAI 模型的偏见和不公平性 
AIGC 系统的输出质量和可靠性与其训练数据的代表性和完整性密切相关。若训练数据存在结构性

缺陷，如样本分布失衡或隐含社会认知偏差，其在专业领域的应用可能面临系统性风险。以财务审计为

例，当历史交易数据中特定行业或企业规模的样本占比失调时，模型可能形成扭曲的风险评估框架：一

方面对数据过载的交易类型产生“过度学习”，导致误报率上升；另一方面对低频交易的特征提取不足，

造成风险漏判。更值得警惕的是，数据中若潜藏地域、行业或企业性质的刻板关联，算法可能将其固化

为评估标准，从而在信用评级等关键环节衍生歧视性输出。 
这种数据依赖性的隐患因模型本身的“黑箱”特性而加剧。当前主流的深度神经网络虽在模式识别

上表现卓越，但其多层次非线性运算形成的决策路径，即便对开发者而言也是一知半解。审计场景下，

这种不可解释性将带来双重挑战：技术层面，难以追溯风险标记的具体依据，使复核工作陷入“知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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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困境；制度层面，当监管机构要求说明算法决策的合规性时，审计方可能面临举证

无门的窘境。典型表现为：模型能将异常交易的检测准确率提升至 90%，却无法阐明为何某笔跨境支付

被判定为高风险，这种解释真空不仅削弱审计结论的公信力，更可能引发算法问责的法律盲区。 

5. GenAI 技术应用下潜在问题的解决措施 

(1) 提高数据质量，强化数据保密 
针对生成式人工智能(GenAI)在审计场景中因数据质量缺陷导致的决策偏差问题，审计机构应构建

“全流程数据治理 + 隐私安全防护”的双轨解决方案：首先，通过动态数据清洗技术修复缺失值与异常

值，结合多源异构数据交叉验证机制(如财务数据与业务日志的关联性校验)消除矛盾信息；其次，利用行

业知识图谱实现维度补全，例如基于会计准则推理缺失字段的合理区间，或通过时间序列插值修复周期

性数据断裂；同时，部署联邦学习与隐私计算技术，在数据“可用不可见”的前提下完成模型训练，辅

以区块链存证确保数据溯源与操作审计，最终实现数据质量提升与合规安全的双重目标，为 GenAI 决策

提供可靠基础。 
数据安全保障的核心在于建立多层次的防护体系，其中加密技术的应用构成了基础性防御屏障。在

AIGC 系统的安全架构中，数据防护主要通过传输加密和存储加密双重机制实现。在传输层，采用端到端

加密通道，相较于传统 SSL 协议，能有效缩短其握手时间，同时提升了前向安全性。对于高敏感数据传

输，可部署 IPSec VPN 隧道技术，实现网络层的全流量加密。在存储层面，基于硬件的全盘加密方案为

AIGC 训练数据提供物理级保护，加密强度达到 FIPS 140-2 Level 2 标准。值得注意的是，密钥管理体系

的健全性直接决定加密有效性，应采用硬件安全模块(HSM)实现密钥的全生命周期管理，包括基于门限

密码学的分布式密钥存储方案，以防范单点失效风险。 
访问控制机制的优化是数据安全防护的另一重要维度。现代访问控制系统已从传统的 RBAC 模型演

进为 ABAC (属性基访问控制)与 PBAC (策略基访问控制)的融合架构。在审计风险评估场景中，建议实

施动态访问控制策略：首先对数据进行四级分类(公开、内部、机密、绝密)，然后建立多因素认证(MFA)
与实时风险评估联动的访问决策机制。具体而言，当审计人员请求访问敏感数据时，系统不仅验证其角

色权限，还需评估当前设备安全状态、网络环境风险值等信息。这种自适应访问控制模型可使未授权访

问尝试大幅度降低。为企业构建了可持续演进的数据治理框架。 
(2) 提高审计人员技术水平及自身独立性 
为应对 AIGC 产品在审计风险评估中可能出现的技术不足和经验缺乏的问题，确保审计人员能够有

效应用 AIGC 技术并作出准确的审计决策，需要采取一系列针对性的措施。首先，审计人员应参加专门

的技术培训，内容包括 AIGC 的相关运行知识。通过这些培训，审计人员可以掌握如何解读 AIGC 生成

的结果，理解其背后的逻辑和假设，并能结合自身的专业知识做出合理的判断。同时，培训还应包含如

何使用技术工具来监控 AIGC 系统的运行状态，以确保其输出的准确性和可靠性。这些措施有助于提升

审计人员的 AIGC 技术应用能力，增强其在审计过程中应对技术挑战的能力。 
其次，审计人员应不断加强批判性思维，增强自身审计独立性，以避免对 AIGC 输出结果的盲目依

赖。通过定期的模拟训练，审计人员可以面对 AIGC 可能生成的错误数据，并通过独立分析、专业判断

来发现其中的问题。这种训练有助于审计人员提升对潜在错误的识别能力，并提醒他们将 AIGC 作为参

考工具而非唯一决策依据。在使用 AIGC 时，审计人员还应时刻保持对自己判断和决策的清晰认识，在

面对技术工具输出结果时，能够独立思考、批判性地分析其合理性，而不是盲目依赖工具的结果。最后，

还应注重团队协作与沟通，在审计过程中积极与团队成员及外部专家交流，以弥补技术带来的局限性，

确保审计工作的全面性和准确性。 

https://doi.org/10.12677/mm.2025.155156


王苏楠 
 

 

DOI: 10.12677/mm.2025.155156 309 现代管理 
 

(3) 丰富数据来源，解释算法机制 
为消除 AIGC 技术中的算法偏见问题，需从数据治理与技术透明度两方面构建系统性解决方案。在

数据层面，应建立动态化的数据采集机制，通过多维度交叉验证确保训练样本覆盖不同行业特征、文化

背景、人口统计学属性及社会经济状态。建议采用分层抽样策略，对代表性不足的群体实施数据增强处

理，并引入偏差检测算法进行实时监控。同时建立数据溯源系统，记录每个样本的采集环境、处理流程

及质量评估结果，形成可追溯的数据治理闭环。 
在算法层面，需构建可解释性框架以增强决策透明度。具体实施路径包括：开发可视化决策路径映

射工具，将黑箱模型转化为可理解的决策树图谱；建立参数影响度分析模块，量化各特征对输出结果的

贡献权重；制定标准化的算法说明书模板，强制要求开发者披露模型架构、训练策略及伦理评估报告。

此外应建立第三方算法审计制度，通过压力测试、对抗样本注入等方法验证模型的公平性，定期发布算

法伦理白皮书接受社会监督。这种“数据–算法–治理”三位一体的治理模式，能够有效提升 AIGC 系

统的社会公信力。 

6. 总结 

AIGC 技术在审计风险评估领域的深度应用显著增强了行业效能，其核心价值体现在通过智能化数

据采集与多维分析模型，实现审计数据的自动化处理与风险特征的前瞻性识别，为专业人员提供精准决

策支持。然而，这一技术革新亦伴随多重挑战：数据的流动与隐私泄露风险、算法决策的可解释性不足

及领域知识的局限性，以及人机协同过程中专业经验的潜在弱化等问题亟待突破。未来研究需聚焦构建

多层级安全防护体系，同时探索人机协同的新型工作范式，最终推动 AIGC 从工具辅助向智能决策伙伴

的转型升级，为审计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提供可持续的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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