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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审计实践课程体系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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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审计全覆盖的实施依赖于既懂审计实践又懂大数据技术的大数据审计人才。比对工程教育认证标准中的实践教学

体系要求，当前大数据审计人才的培养存在课程体系缺失、数据资源缺失和实验平台缺失等棘手问题。针对上述问题，提

出了面向工程教育认证的大数据审计实践课程体系建设思路，包括基于模块化的实践课程体系构建、面向审计案例的数据

资源库建设，以及基于定制化的实验教学平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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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种国际通行的工程教育质量保证制度，
工程教育认证是实现工程教育国际互认和工程师

资格国际互认的重要基础［１］。该认证落户我国的

标志性事件是２０１６年我国成为《华盛顿协议》的
正式会员。据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会同

中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２０１９
年底全国就有２４１所普通高等学校的１３５３个专业
通过了工程认证。虽然工程认证的实施帮助毕业

生们疏通了就业通道，但这种侧重于判断工科毕业

生是否满足行业认可的既定质量要求的合格性评

价要求高校的课程体系必须与之相匹配。

南京审计大学是我国唯一一所以“审计”命名

的高校，肩负着“科技强审”的重大使命。为践行

审计署提出的审计全覆盖要求，我校开辟了大数据

审计方向［２］，旨在培养既懂审计业务又懂大数据

技术的复合型人才。作为一个新兴方向，目前对大

数据审计尚无统一的定义［３－６］，本文认为大数据审

计是审计机关为达成审计全覆盖目标，在充分理解

待审业务逻辑的前提下，运用大数据技术对来自跨

层级、跨地域、跨系统、跨部门和跨业务的来源分

散、数量巨大、格式多样的社会经济运行数据进行

深度挖掘与分析，以实现审计发现、评价判断、宏观

分析能力得到颠覆性提升的革命性的审计理论与

方法。与传统的数据式审计相比较，大数据审计所

使用的数据更加多源异构，所使用的技术方法更加

复杂高级，需要对数据的洞察更加敏锐深刻。大数



据审计重在实践，为使我校毕业生达到审计行业认

可的既定质量要求，迫切需要构建面向工程教育认

证的大数据审计实践课程体系，以弥补我校当前审

计教学与审计行业需求之间的差异。

１　存在问题
中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协会秘书处制定的

《工程教育认证通用标准解读及使用指南（２０２０
版，试行）》对课程体系中实践部分进行了明确要

求，“设置完善的实践教学体系，并与企业合作，开

展实习、实训，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

要结合本专业的工程实际问题，培养学生的工程意

识、协作精神以及综合应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的能力”。对比上述要求，我校大数据审计实践课

程体系的建设还面临着以下３个问题亟待解决。
（１）课程体系缺失：当前大数据审计教学仅为

传统审计教学的简单延续，理论学习与实践能力培

养没有做到同等对待，一味地强调知识传授的重要

性而忽略了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大部分学

生由于实践机会少而工程实践能力较差，面对复杂

工程问题时无法进行有效的分析与解决。

（２）实验平台缺失：面向大数据的通用实践课
程已在绝大多数高校开设，包括不少软件公司也推

出了一些实验产品可供直接使用。然而，大数据产

品公司的研发人员对审计行业不熟悉，市场上并无

功能对口的大数据审计实验平台可供直接使用。

（３）数据资源缺失：除了技术与方法，审计数
据资源同样是大数据审计教学的关键。海量数据

往往涵盖行业数据、财政数据、财务数据等。由于

对敏感隐私数据的顾忌，在实践教学中很少引入真

实的审计业务场景和审计案例，无法调动学生的研

究兴趣和探索主动性。

２　建设思路
２．１　基于模块化的实践课程体系构建

基于模块化的实践课程体系构建侧重在弥补

课程体系缺失的问题。具体思路是针对我校目前

已开设的“Ｐｙｔｈｏｎ数据处理编程”“大数据审计采
集与处理”“大数据存储技术”“机器学习与模式识

别”“数据挖掘”“分布式处理与云计算”“深度学

习算法与应用”“Ｓｐａｒｋ语言”“数据安全与应用”
“联网审计”“ＩＴ审计”“大数据审计实例分析”“数
据仓库原理”“大数据审计综合实验”“大数据专业

综合实验”等主要课程，围绕大数据审计实践所涉

及的审计数据采集、查询、分析、可视化、共享等普

适环节进行模块化划分。具体分为：

（１）程序设计及算法类课程模块。该模块涉
及与审计大数据分析与处理有关的程序设计类课

程群，旨在培养学生的程序设计能力，特别是编写

程序解决大数据应用中实际问题的能力。

（２）大数据分析与处理技术课程模块。该模
块涉及机器学习、数据可视化等实践课程群，旨在

培养学生数据采集、存储、处理能力，让部分学生对

最流行的机器学习算法，如回归、决策树、支持向量

机、深度学习等有所理解，并鼓励这些学生在高年

级参加一些学科竞赛。

（３）审计实务类课程模块。该模块涉及“联
网审计”“ＩＴ审计”“大数据审计实例分析”“大数
据审计综合实验”等课程群，旨在培养适应现代市

场经济需要的，在审计、金融、会计、经济管理等领

域从事审计和监管工作的应用型、复合型专业

人才。

（４）创新创业类课程模块。该模块涉及审计
理论验证、审计方案设计、审计模式创新和审计应

用有关的创业等递进项目的课程，旨在利用审计信

息工程重点实验室、审计信息工程协同创新中心，

以及公共工程审计重点实验室提供的软硬件资源，

帮助学生培养审计创新思维，提升他们的审计创业

技能。

与此同时，依据最新的协作学习理念［７］对课

程进行动态调整，确保大数据审计实践课程体系与

时俱进。基于该体系，在教学方式上，充分利用在

线学习和翻转课堂两种方式来提升教学效果。

２．２　面向审计案例的数据资源库建设
面向审计案例的数据资源库建设旨在解决数

据资源缺失的问题。具体思路是，遵循审计署电子

数据审计司出台的诸如审计业务电子数据管理等

规定及要求，将我校已积累的诸如部门预算执行审

计、经济责任审计、医保审计等相关数据资源，长期

教学过程中自建的一些审计案例库、法律法规库、

审计方法库等数据，审计署、财政部、国资委等部门

下发的文件，以及利用网络爬虫从全网爬取到各类

审计信息清洗入库，以方便审计业务实施中的数据

检索和查阅。同时，对政府、企业、行政事业单位的

财务、业务数据进行脱敏处理，确保在隐私数据安

全的前提下尽可能地让教学更加真实。

通过构建实验数据资源库，可方便学生在大数

据审计框架内对全量脱敏数据进行分析与评估，实

现“点、线、面”审计监督的全覆盖实践，助力学生

解决实际工程问题能力的有效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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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基于定制化的实验教学平台建设
基于定制化的实验教学平台建设旨在解决实

验平台缺失的问题。具体思路是基于我校已经获

批的“基于相似检测的大数据审计软件 Ｖ１．０”“互
联网＋电子数据审计系统 Ｖ１．０”“大数据审计分
析平台Ｖ１．０”“南审大数据审计综合仿真实验平
台软件”“南审大数据审计综合仿真支撑环境软

件”“大数据环境下招投标采购监审系统 Ｖ１．０”等
多项软件著作权，以及教师在真实审计项目中积累

的技术成果，寻求与国内面向审计的计算机辅助系

统平台软件商合作，为我校实践课程体系量身定制

的大数据审计平台。

建成的大数据审计实战平台具备大数据分析、

资源共享、实训项目管理等功能，有效地支撑了实

践教学的开展。可以完成大数据审计的数据采集、

数据查询、数据分析、数据可视化、数据的分享和发

布；基于主流的Ｂ／Ｓ架构，支持Ｗｉｎｄｏｗｓ、Ｌｉｎｕｘ等
多种系统；具备数据采集，财务分析，数据可视化和

数据挖掘等多个功能模块；提供多元化分析工具，

支持使用 Ｐｙｔｈｏｎ、Ｊａｖａ扩展挖掘算法，支持使用
ＳＱＬ扩展数据处理能力；方便用户通过角色实现
权限控制。该平台与完整的实践课程体系对应，并

提供配套的教辅，为教师提供诸如教材、ＰＰＴ、网
课，练习题及答案，代码及技术指导，以及持续更新

的案例。基于该平台的所有实验项目均以审计任

务为导向，结合大数据技术的应用，让学生在实验

平台中熟悉各行各业的审计知识、流程和方法，从

而提升大数据审计思维能力。

３　结语
为保证毕业生达到大数据审计行业认可的既

定质量要求，给出了面向工程教育认证的大数据审

计实践课程体系建设思路，包括基于模块化的实践

课程体系构建、面向审计案例的数据资源库建设，

以及基于定制化的实验教学平台建设，解决了当前

大数据审计人才培养中存在的课程体系缺失、数据

资源缺失和实验平台缺失等棘手问题。下一步工

作是，在完成课程体系、案例库和实验平台建设的

基础上，利用实际教学反馈对该实践课程体系予以

优化与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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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１－１８２．

［４］陈伟．大数据环境下的电子数据审计：机遇、挑战与方
法［Ｊ］．计算机科学，２０１６（１）：８－１３．

［５］ＣｈｅｎＷ，ＪｕＪ．Ｂｉｇｄａｔａａｕｄｉｔ：Ｓｔａｔｕｓｑｕｏ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Ｊ］．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ｅｒｔｉｆｉｅｄＰｕｂｌｉｃ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ｎｔ，２０１７
（１２）：８１－８５．

［６］Ｊｉａｎｇ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ＢｉｇＤａｔａｔｏＡｕｄｉｔ
［Ｃ］．２０２０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ＢｉｇＤａｔａＥｃｏｎｏ
ｍｙ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ＢＤＥＩＭ），Ｚｈｅｎｇ
ｚｈｏｕ，Ｃｈｉｎａ，１１－１３Ｄｅｃ．２０２０．

［７］程钢，杨杰，王磊，等．基于协作学习理念的实践课程
教学框架设计与实践［Ｊ］．测绘工程，２０２１，３０（４）：
７６－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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