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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三农”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问题，国家正在稳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因此中央和地方财政对农

业的资金投入都在增加。为了专项资金能够合法合规地使用，对这些专项资金使用情况的审计就尤为重

要。本文使用基于Python的地理信息分析工具和可视化工具，分析评价某地的耕地情况及质量，为大数

据审计提供思路，提高审计的准确性和效率，同时为审计人员查找项目疑点，挖掘审计线索提供依据，

提高审计报告的直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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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ssue of “Three Rural Issues” is a fundamental issue related to the national economy and people’s 
livelihood. The country is steadily promoting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so the central and local 
financial investment in agriculture is increasing. In order to ensure the legal and compliant use of 
special funds, 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audit the use of these special funds. This article uses 
Python-based geographic information analysis tools and visualization tools to analyze and evaluate 
the situation and quality of cultivated land in a certain place, providing ideas for big data audit, im-
proving the accuracy and efficiency of audit, and at the same time providing a basis for auditors to 
find project doubts and explore audit clues, improving the intuition of audit re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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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中央不断强调“三农”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问题，明确提出要按照“产业兴旺、生态

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稳步推进乡村振兴战

略实施[1] [2]。因此，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都在不断持续加大对农业的资金投入，农业专项资金是党和政

府安排用于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及帮助农民脱贫致富并需要单独报账结算的专项资金支出，是促进农村

发展、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科技含量、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提高农民生活

水平的物质保障[3] [4]。因此，农业专项的审计尤为重要，旨在通过审计手段发现农业专项资金管理使用

中的问题，真正实现为民谋福利。本文结合典型案例，研究基于 Python 的地理信息分析及可视化技术在

农业专项审计中的具体应用，提出大数据分析的思路及模型。 

2. Python 在农业专项审计领域的应用 

Python 是完全面向对象的语言，有丰富的 API 和工具，可以处理多种工作，包括访问数据库、数据

分析、统计分析、数据挖掘、可视化输出等。 
农业专项审计是推进农业专项资金合理规范使用的有效工具之一[5]。通过对土地资源的状况进行分

析，发现农业专项项目中存在的问题，针对问题提出建设性建议并督促整改，减少或防止同类问题的再

次发生。 
在农业专项审计中有许多数据的记录庞大，需要通过数据库进行访问、查询、统计。利用 Python 可

直接访问数据库，进行数据处理和分析。此外，在农业专项审计中还有大量的矢量数据，它们获取后无

法直接使用，需要进行数据清洗、预处理、入库等工作，然后才可以进行分析、可视化输出、成果导出等

操作，这些工序都可以借助 Python 实现，不仅能够提高审计的真实性和效益性，还能挖掘审计事项之间

非线性关系，节省时间与经济成本，提升审计工作的效率[6]。基于 Python 进行农业专项审计的流程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Flow chart 
图 1. 流程图 

 
(1) 资料收集准备 
农业专项审计具有政策多样、业务繁琐、专业性强等特点，需要提前了解审计业务，对审计对象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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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的自然资源进行全面了解，梳理所需的自然资源大数据，Python 通过大数据手段，对收集到的大数据

进行清洗，预处理，可视化入库，得到可用于分析评估的数据源。 
(2) 农业专项审计实施 
地理信息技术的应用推动了传统审计方案的变革，帮助审计人员更直观高效地识别审计疑点。基于

Python 的地理信息分析技术能够对比分析多源数据之间的差异，从海量数据中快速提取定位审计疑点，

做到应审必审。借助 Python 进行数据分析，对比分析不同数据之间的差异和矛盾，并对分析结果进行可

视化展示和信息挖掘，从而对结果进行结构化归纳总结，并输出为更加简明、直观的图表，挖掘审计证

据之间的内在关联性，提升审计证据的可靠性。 
(3) 督促整改 
农业专项审计不仅是为了发现问题，更重要的是后续的跟踪整改和日后的防患于未然。基于 Python

的地理信息分析技术能够快速定位到问题区域，辅助现场人员进行跟踪核查，并对问题区域进行持续地

跟踪调查，评价被审计对象是否按照审计报告的指导落实整改措施。 

3. 具体实践 

3.1. 背景 

国家高度重视对耕地的保护，设定了 18 亿亩的耕地红线，并通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基本农田保护

制度等措施来确保耕地的数量和质量稳定。同时，还加强了耕地占补平衡管理，通过土地整治项目和高

标准农田建设等措施来补充耕地和提升耕地质量[7]。但我国耕地资源相对紧张且质量总体偏低，在耕地

保护和利用方面面临诸多挑战。因此，需要进一步加强耕地保护和提升耕地质量。耕地地力保护审计从

耕地现状、耕地质量、保护政策及成效等多个方面进行审计[8]。 

3.2. 数据清洗与预处理 

首先，基于 Python的地理信息分析工具可以实现对搜集到的矢量数据去除重复记录，修复几何异常，

消除异常数据等清洗方法，以提高数据质量。然后，对数据格式进行清洗，对不符合规定的格式和内容

进行清洗，统一数据结构，修改不合理的数据内容。最后，由于收集到的数据有的按行政区划划分，有

的按项目划分，为了后续的分析处理和挖掘整体趋势，需要进行预处理，对同类型数据的不同子集进行

合并，保证数据的完整性。 

3.3. 数据分析模型 

本项目中收集到的数据包括土地调查数据、新增建设用地数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数据、土

地整治项目数据、高标准农田数据、耕地等级数据、粮食种植区数据以及历年影像数据等，使用基于 Python
的地理信息分析方法，从多个维度开展耕地地力保护的审计，查找是否存在违规申报领取补贴的问题[9] 
[10]，数据分析模型如图 2。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数据、土地整治项目数据、高标准农田数据和粮食种植区数据，这些都是

表征耕地范围的数据，与表示建设用地范围的新增建设用地数据进行空间融合分析，分析出相交的部分，

即同一地块既作为建设用地又作为耕地的疑点图斑，然后统计图斑的面积，并按照降序排列，在不同阈

值范围内随机抽样一定数目的图斑，结合影像进行地类分析，最后与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申报表关联，确

定申报表中的申报面积是否准确，从而判断耕地补贴的发放是否合理。 
土地调查数据分别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数据、土地整治项目数据、高标准农田数据、耕地等

级数据和粮食种植区数据进行空间融合分析，分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数据、土地整治项目数据、

高标准农田数据、耕地等级数据和粮食种植区数据中的土地类型，然后统计图斑面积，按图斑地类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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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地块面积，初步分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数据、土地整治项目数据、高标准农田数据、耕地等

级数据和粮食种植区数据中的耕地和非耕地图斑，并对耕地图斑的非农化和非粮化情况进行区分统计，

然后结合影像进行核查。 
 

 
Figure 2. Data analysis model 
图 2. 数据分析模型 
 
通过以上数据分析可以初步判断疑似有问题的图斑，然后结合影像进行核查，筛选出地类明确的图

斑，对于仍有疑问的图斑进行现场核查，去实地查看土地的真实情况，获取现场取证信息。 

3.4. 可视化分析 

相比传统的数据库表格格式，图像能够更加直观地展示数据的分布和变化趋势，提高审计的效率和

结果的可读性[11]。本项目基于 Python 进行可视化分析，对结果基于空间位置和统计数值输出展示，可

以为审计人员的抽样核查提供数据底图。 
(1) 基于空间位置的输出展示 
① 气泡图 
如图 3 所示是矢量型气泡图，气泡的大小表示指标值的大小，气泡的分布表示矢量图斑所在的位置。

图中示意的是面积，气泡越大，表示疑问图斑的面积越大，气泡集中的方位表示疑问图斑较集中，气泡

稀疏的地方表示疑问图斑较分散，可以为现场核查的抽样选址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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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Vector bubble chart 
图 3. 矢量型气泡图 

 
② 点密度图 
如图 4 所示是点密度图，黑色范围的图斑表示地块所在的位置，图斑内绿色的点表示指标值的大小。

此处的指标值示意的是面积，一个点表示 20 亩土地，点的数量越多，表示图斑的面积越大，通过图斑内

点的密集程度可以直观看出面积的大小，从而辅助判断是否需要重点关注。 
 

 
Figure 4. Point density map 
图 4. 点密度图 

 
③ 分层设色图 
如图 5 所示是分层设色图，用不同的色块表示不同的指标值。图中用同一色调的颜色区分面积大小，

颜色越深，表示疑问图斑的面积越大，颜色越浅，表示疑问图斑的面积越小。可以通过色彩深浅的分布

划分面积阈值，用于辅助抽样、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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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Layered color chart 
图 5. 分层设色图 

 
(2) 基于统计数值的输出展示 
① 气泡图 
如图 6 所示是气泡图，气泡的大小表示指标值的大小。图中示意的是耕地确权图斑中地块的种类统

计图，横轴表示地块种类，纵轴表示该地块种类出现的次数，气泡越大，说明该类型的地块越多，需要

进一步重点核查。 
 

 
Figure 6. Bubble chart 
图 6. 气泡图 

 
② 热力图 
如图 7 所示是热力图，图中颜色越接近白色，表示频率越高，越接近黑色，表示频率越低，右侧条

带是图例示意。图中示意的是耕地确权图斑地块的实际种植种类统计图，越靠近黑色的地类表示出现的

越少，越靠近白色的地类表示出现得越多，通过颜色深浅的分布辅助筛选感兴趣的地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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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7. Heatmap 
图 7. 热力图 

 
③ 雷达图 
如图 8 所示是雷达图，从圆心开始表示多个指标变量分布的图形方法。图中示意的是耕地确权图斑

地块实际种类的情况，越靠近圆心，表示该种类的图斑个数越少，越接近圆的边缘，表示该种类的图斑

个数越多，用于辅助筛选感兴趣的地类。 
 

 
Figure 8. Radar chart 
图 8. 雷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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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的可视化分析，可以辅助审计人员确定审计项目中需要重点关注的区域，为挖掘审计线索

提供依据，为现场抽样、核查提供选址参考，同时，在编写审计报告时，可以对审计结果进行系统性、整

体性、直观性表达。 

4. 结语 

本文介绍了基于 Python 的地理信息分析方法和可视化表达在农业专项审计中的应用，为大数据审计

提供思路，提高审计的准确性和效率，同时为审计人员查找项目疑点，挖掘审计线索提供依据，提高审

计报告的直观性。但在实际应用中仍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完善，首先是数据的标准化问题，同一类型的数

据由于地域、生产商等因素的差异，会造成数据格式的差异，为数据的清洗带来问题，影响分析的效率。

第二，审计人员在搜集数据前由于目标不明确，对数据的组织方式不够了解，模型不合理等原因导致搜

集的数据缺少需要的字段，造成后期的重复收集。最后，当数据达到十亿级时，基于 Python 处理时会出

现结果一直无法导出或者显示不全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宋川, 张宁. 河北省乡村振兴水平评价及空间差异研究[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24, 45(3): 187-195. 

[2] 蔡青, 宾扬帆, 赵林峰, 邱向英. 乡村振兴的研究现状、热点及发展趋势——基于 CiteSpace 的可视化分析[J]. 可
持续发展, 2024, 14(4): 1053-1062. https://doi.org/10.12677/sd.2024.144119. 

[3] 孙合珍. 农业专项资金审计体系构建研究[J]. 技术与市场, 2017, 24(6): 271-272+274. 

[4] 姚锦艺, 吕从东. 大数据技术对政府审计的影响研究[J]. 市场周刊, 2022, 35(12): 143-146. 

[5] 陆媛, 常田子, 张晨, 等. 乡村振兴审计研究: 关于文献综述[J]. 山西农经, 2022(11): 1-4+15. 

[6] 张亚连, 陆海龙. R 语言可视化分析技术在环境治理审计中的应用探讨[J]. 中国内部审计, 2024(2): 87-95. 

[7] 秦洪权. 基于乡村振兴视角西南丘陵山区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探析[J]. 可持续发展, 2023, 13(4): 1061-1065.  
https://doi.org/10.12677/SD.2023.134113. 

[8] 肖迎, 刘鹏翔, 李明阳.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业专项资金审计研究——以云南省 S 市为例[J]. 可持续发展, 2023, 
13(3): 951-957. https://doi.org/10.12677/SD.2023.133099. 

[9] 龚许. GIS 技术在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审计中的应用[J]. 审计月刊, 2023(9): 27-28. 

[10] 林凡琛. 沈阳地区耕地动态变化及耕地地力遥感评价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阜新: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2023. 

[11] 穆鸿声, 聂会平. 基于可视化技术的水污染审计研究[J]. 财会通讯, 2023(17): 125-130. 
 

 

https://doi.org/10.12677/sd.2024.149257
https://doi.org/10.12677/sd.2024.144119
https://doi.org/10.12677/SD.2023.134113
https://doi.org/10.12677/SD.2023.133099

	Python在农业专项审计中的应用
	摘  要
	关键词
	The Application of Python in Agricultural Special Audit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Python在农业专项审计领域的应用
	3. 具体实践
	3.1. 背景
	3.2. 数据清洗与预处理
	3.3. 数据分析模型
	3.4. 可视化分析

	4. 结语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