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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前计算机审计数据采集中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审计人员需要大量地手动匹配源表与目标表字段。

基于字段的智能匹配技术同时利用了属性值和属性名的信息进行属性匹配，可以实现数据采集过程中源表与目标

表字段的自动匹配，减少审计人员手动参与。实验表明，该技术适用于电子审计数据，具有较好的查准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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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信息化进程的迅猛发展，信息技术推动审

计朝着持续、实时的方向发展，传统审计模式将逐步

被计算机审计模式所代替［１］。在我国，“金审”工程

的启动为审计信息化建设和应用技术研究提供了有

利的条件。审计署组织计算机审计已有近 １０ 年的
时间，近 ５ 年来，开发和推广应用了财政审计、金融
审计、企业审计等方面的计算机审计软件，也结合实

际需要研制了应用于数据采集与分析等方面的软

件，在审计业务中发挥了较好的作用。

当前我国正在推广“金审一期”的重要成果———

ＡＯ（Ａｕｄｉｔｏｒ Ｏｆｆｉｃｅ）现场审计实施系统。ＡＯ 系统主
要为审计人员提供了现场审计实施的功能，提高了

审计人员的工作效率。在审计电子数据采集方面，

ＡＯ 已具有三种方法：
１． ＧＢ ／ Ｔ１９５８１ － ２００４ 数据采集
该方法采用了《信息技术会计核算软件数据接

口》国家标准，使用基于文本格式和 ＸＭＬ 格式的数
据接口规范，采集整理的数据需符合此国家标准才

可导入 ＡＯ 中。此方法一般较少采用。

２． 财务软件备份数据采集
财务备份数据采集是指被审单位提供的数据是

由所使用的财务软件备份导出。ＡＯ 中已具有众多
采集模板，对于符合模板的数据就易于采集。ＡＯ 提
供对多种财务软件备份及数据库的接口支持，选择

正确的转换接口后可以由 ＡＯ 自动完成数据转换。
虽然在 ＡＯ 中具有众多采集模板，但目前适用

于企业的财务软件越来越多，需要定时更新模板。

２００５ 年刚实施 ＡＯ 时并无如此众多模板，２００８ 年审
计署发布了一个模板升级程序，才具有现在较丰富

的模板。但是，由于需要为每台采集转换的电脑进

行升级，造成了工作量大、效率低的情况。所以，虽

然这种方法当前可能够用，但从长期发展来看是不

够灵活和稳定的，并且容易出错。

另外，该方法没有采用开放模板。开放模板在

采集时，仍能观察到表、字段的对应情况。如果存在

不对应的情况，可以手动修改。ＡＯ 的采集方法为一
次性完成，人为不能干预。

３． 财务软件数据库数据采集
数据库数据采集是指从被审单位后台数据库直

接获取数据的情况，在财务软件备份数据采集不能

·０４·



使用时多采用此方法。此方法可制作新的财务软件

备份数据采集模板，以供以后采集相同模板时使用，

取得的数据为最原始数据。

该方法具有较高的稳定性，是三种方法中灵活

性最高、适用性最广的。但是它的缺陷也很明显：需

要手工完成数据库表与字段的匹配，过程复杂，还要

求审计人员在采集前对数据库表与字段的经济含义

进行明确。由此可见，如果能够实现采集过程中源

数据库与目标数据库表与字段的自动匹配，那么将

大大提高采集效率。

源数据库与目标数据库表与字段的匹配将使审

计人员在数据采集过程中无需人为指定所需的字

段，通过对相似字段的自动匹配，可以大大减少数据

采集的工作量，节约大量人力成本。由此可以实现

非现场数据采集，为实现在线式审计建立基础，为实

现持续审计创造条件。数据转换是数据分析、处理

的前提，明确地标识出每个字段的经济含义及其相

互之间的关系是数据转换的内容之一，所以实现数

据采集过程中的源数据库与目标数据库表与字段的

匹配能为后续的数据分析、处理工作建立良好基础。

目前很多国家已经开展了计算机审计数据获取

与处理工作，发达的西方国家已经拥有自己的一套

标准的数据接口。近几年来，我国的审计手段也已

经由传统的手工审计逐渐向计算机审计过渡。同

时，国内外对匹配技术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少的成

果［２ ４］。但是，在现有的查找方式下国外有关在计算

机审计中运用智能技术的相关文献是比较少的，在

国内的应用更是少见，所以研究基于智能匹配的计

算机审计数据采集技术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与实际

意义［５ ７］。

二、计算机审计数据采集内容与方法

（一）数据采集基本流程

如果 ＡＯ 中有现成模板财务软件数据，使用“财
务软件备份数据采集”将很方便，反之，则会非常困

难和复杂，特别对于基层的业务部门，例如财政处，

更是如此。所以，财务软件备份数据采集不是一个

长久有效的方法。本文主要探讨的是第三种方

法———财务软件数据库数据采集，只有改进此方法

才能从根本上优化采集流程，提高采集效率。

财务软件数据库数据采集的基本流程为：

１． 添加数据源，手动连接源数据库表与目标数
据库表

根据系统向导选择添加的数据源，然后手工连

接源数据库表与目标数据表，匹配相应的字段。

２． 生成财务数据临时表
生成财务数据临时表是指将采集数据库数据后

的结果数据，通过一系列转换生成审计分析使用的

财务数据表。

（二）数据采集过程面临的主要问题

财务软件数据库数据采集与前两种方法相比，

优势比较明显。该方法灵活性高，适用性广，任何形

式的数据源都可以通过此方法进行采集，导入至 ＡＯ
中。但是，该方法的不足之处同样明显，主要问题有

以下几点：

１． 添加数据源过程中需要手动匹配表与字段
在添加数据源过程中，目标表名将被自动命名

为“源＿源表名”，如果已存在现有模板，可以从下拉
列表中选择所需的模板。如果目标表名为“源＿源表
名”，则目标列名自动等于“源列”名，需要手工修改

目标列名称。如果目标表名为模板名称，则软件会

进行列名匹配，但是只能完成简单识别。例如，可识

别拼音首字母缩写，ＫＭＢＭ 可识别为科目编码，但对
于英文简写、中文则不能识别。

２． 生成财务数据临时表中需要大量的手动匹
配表与字段

当 ＡＯ 系统需要采集凭证表、科目表、余额表三
张表时，应先将这三张表整理为所需的财务表，再存

入 ＡＯ 的数据库中。所以，需要从这三张表中手动
指定科目余额表中的科目编码、本币期初余额、余额

方向、会计月份，会计科目表中的科目编码、科目名

称、余额方向、科目全称等；对于不同表不同字段需

要一一指定，工作量大，耗时长。图 １ 显示了生成财
务数据临时表中所需的字段对应设置过程。

图 １　 字段对应设置

导致这两个问题的主要原因是需要手动匹配源

数据库与目标数据库的表与字段。在手动匹配前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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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人员还需了解财务软件的数据库表与字段的经济

含义，只有明确数据库表与字段的经济含义，才能准

确地进行匹配。

（三）数据采集问题的当前解决方案与其不足之处

针对目前数据采集中面临的各种问题，各地审

计人员也在积极探索，寻找各种解决办法。虽然当

前已提出几种解决方案，采取了一些有效方法，但根

本问题没有解决。主要方案有以下两种：

１． 在数据导入 ＡＯ 系统时使用开放模板
目前 ＡＯ 在财务软件备份数据采集时采用的模

板不是开放模板。ＡＯ 财务软件备份数据采集的整
个过程都由系统控制完成，采集过程中人为不能干

预，只要存在小部分不匹配模板的数据，整个采集过

程都将不能完成。而开放模板可在采集时，仍能观

察到表、字段的对应情况。在存在不对应的情况下，

可手动修改表和字段的匹配情况，避免整个采集过

程中断。当前用友中审 ＧＲＰ 的数据采集就是采用
开放模板。如果采用开放模板，对于部分无法匹配

的表与字段则可使用工作量相对较少的匹配工作完

成导入，而无需重新制作模板。

假如已存在支持被审单位财务软件备份的模

板，当被审单位财务软件升级后，使用开放模板对升

级后小部分修改的财务软件备份依然可以采集，只

需手动指定部分不匹配的表与字段即可。但是如果

采集完全不支持模板的财务软件数据，开放模板也

将失去作用，在采集过程中所有的表与字段还是需

要重新指定与匹配，与财务软件数据库采集的方法

是相同的。

２． 通过财务软件数据库数据采集制作 ＡＯ 采集
模板

当采集的数据不符合财务软件备份数据采集模

板时，只能使用财务软件数据库数据采集。如果每

次都使用财务软件数据库数据采集，工作量会很大。

对于这种情况，可以使用财务软件数据库数据采集

方法制作新的财务软件模板，在以后采集相同格式

数据时，就可使用新制作的模板，提高了采集效率。

但是，财务软件数据库数据采集还是有较大的

工作量。审计人员采集前需要了解该财务软件的数

据库表与字段的经济含义，一般一个数据库含有数

十至上百张的表，而往往审计人员只需要其中的几

张表，这样会导致工作量很大。

由此可见，这两种方法都需要匹配源数据库与

目标数据库的表与字段，源数据库与目标数据库的

表与字段的匹配问题才是数据采集的根本问题。如

果能解决这个问题，审计人员就不需要在采集前了

解财务软件的数据库表与字段的经济含义，这样才

能从根本上减少他们的工作量，提高数据采集效率。

三、基于智能匹配的数据采集技术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字段的智能匹配技术，力

求解决数据采集中的主要问题。采用数据库相似字

段匹配技术实现源数据库与目标数据库的表与字段

的匹配，当前主要有三种方法可以进行相似字段的

匹配：在数据字典级别上比较属性名的方法；在模式

级别上比较模式信息的方法；在数据内容级别上比

较属性值的方法［８］。本文同时利用属性名和属性值

的信息进行字段匹配。

　 　 （一）采用基于属性名和属性值的字段匹配的
原因

　 　 同时采用属性名和属性值的信息进行字段匹
配，不仅考虑到其可以有效提高效率，还考虑到电子

审计数据所具有的特点有利于同时采用这两种方

法。其主要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是电子审计数据的属性命名具有一定规则可

循。虽然各财务软件的表与字段均不相同，但字段

的命名都是具有一定规则的，例如字段名“ＫＭＤＭ”，
是科目代码的拼音首字缩写；字段名“ＦＢＥＧＩＮ
ＢＡＬＡＮＣＥ”，是借方余额的英文表达方式；在部分财
务软件数据库中，仍然存在用中文名称对字段进行

命名的情况，如“灵狐 ２０００”财务软件用“科目名称”
中文表达方式作为字段名称。

二是电子审计数据具有易统计的特点。电子审

计数据都是从各被审单位数据库里获得的财务会计

数据，这些数据多与金额、数量相关，具有易计算、易

统计的特点，例如凭证表中的凭证编号、科目编号、

借方金额、贷方金额、附件张数等字段，均可进行统

计与计算。

使用比较属性值的方法，对所有属性值进行比

较统计，获取这些属性值的各种统计值。在比较过

程中只使用这些统计值进行属性匹配，可以避免出

现因属性值的个数增多、效率变低的情况。

另外，电子审计数据一般多为海量数据，统计值

特征明显且较为稳定，不易受到噪声数据的干扰，且

不同属性的统计值容易根据其不同特征区分开来。

三是同时使用比较属性名和属性值的方法，可以

弥补由于电子审计数据、金额数据内容易雷同所带来

的问题。同时采用属性名和属性值的信息进行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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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配，不仅可以有效提高匹配效率，还可以弥补由于

电子审计数据、金额数据内容易雷同所带来的问题。

在比较属性值上，可能存在一个表具有多个金额字段

的情况，金额字段多为两位小数数据，经过统计后也

不易区别开，所以在比较属性值的基础上加入对属性

名的比较，将有助于将金额字段区分开来。

（二）基于属性名的匹配

基于属性命名规则的匹配，需要对属性的命名

进行详细了解与分析。经过对电子审计数据的结构

与内容的详细调查，我们了解到虽然各财务软件的

表与字段均不相同，但字段的命名都是具有一定规

则的。现有的比较属性名的方法较多是通过参考同

义词字典的方式，具有简单、高效的特点。但是需要

提前定义词根表，会额外占用系统空间，并且都需要

在匹配前预先进行定义，动态适应性较差。

在比较属性名的过程中，我们为了克服使用同

义词字典方式所带来的问题，同时定义了属性命名

规则。在采用同义词字典的方式之前，先制定属性

的命名规则，然后根据目标表的字段名称生成属性

命名规则，并与源表字段名进行比较［９ １０］。整个基于

属性名的匹配过程包括：制定属性命名规则、应用属

性命名规则、应用启发式规则进行比较、相似度计

算。图 ２ 给出了处理基于属性名的匹配问题的流
程。下文将进行详细说明。

图 ２　 基于属性名的匹配过程

１． 制定属性命名规则
经过对属性名称的分析，我们发现属性的名称

具有可获取的规则。当前财务软件数据库的字段命

名规则主要为中文、拼音、拼音首字母缩写、英文这

四种方式，其中以拼音首字母缩写和英文居多。在

匹配过程中，我们不建立词根表进行查询，而是直接

使用 Ｃ＃ＡＰＩ 接口调用字典，所以对目标表的名称结
构有一定的要求。为了使目标表符合源表的命名规

则，目标表的字段命名需符合预定义的规则。目标

表字段名需由英文组成，在电子审计数据中，英文字

段都是由中文名称翻译而成的，由于翻译的缘故，英

文字段一般由多个单词组成。所以对目标表字段名

称的定义，也是由多个英文单词组成的。为了区别

单词，同时为了满足后面的匹配工作的需要，目标表

字段名需符合如下形式：

单词 １＿单词 ２＿单词 ３
当字段名由多个单词组成时，单词与单词之间

需要以“＿”符号间隔；当字段名只由一个单词组成
时，则不需要再写入“＿”符号。

２． 应用属性命名规则
在确定了属性命名规则后，我们将根据目标表

的字段名称生成中文、拼音、拼音首字母缩写、英文

四种属性命名规则，然后将不同的命名规则与源表

字段名称进行比较。属性命名规则的生成主要都是

通过 Ｃ＃的 ＡＰＩ 接口实现的，下面将进行具体说明：
英文命名规则应用策略将使用 ＷｏｒｄＮｅｔ 来对同义词
进行识别，利用 ＷｏｒｄＮｅｔ提供的 ＡＰＩ 接口，直接通过
编程调用这个接口访问字典。中文命名规则应用策

略需要先把目标表的英文名称转换为中文，使其符

合中文命名规则。有两种方法可以实现英文名称向

中文的转换，一是调用 Ｇｏｏｇｌｅ 翻译 ＡＰＩ，二是在目标
表的字段定义中将中文名称写入描述信息中。拼音

与拼音首字母缩写命名规则应用策略将使用自行开

发的Ｃ＃中文拼音转换 ＡＰＩ接口。
３． 应用启发式规则进行比较
当前目标表字段名有四种命名规则，这四种命

名规则都将与源表字段名进行比较。本步骤将利用

辅助的启发式规则确定源表字段名与命名规则的匹

配程度。

具体的启发式规则定义如下：

规则 １：如果源表字段名包含中文命名规则，则
匹配。

规则 ２：如果源表字段名包含拼音命名规则，则
匹配。

规则 ３：如果源表字段名包含拼音首字母缩写命
名规则，则匹配。

规则 ４：如果目标表字段名由单个单词组成，且源
表字段名包含英文命名规则，则匹配；如果目标表字

段名由 ｎ（ｎ ＞ １）个单词组成，当源表字段名包含≥ｎ
个英文命名规则，则匹配；当源表字段名包含 ｍ（０ ＜
ｍ ＜ ｎ）个英文命名规则，则匹配程度需乘以（ｍ ／ ｎ）。

规则 ５：如果源表字段符合规则 １、２、３、４ 中的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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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一条，就无需再检查是否符合其他规则。

４． 相似度计算
源表字段与目标表字段比较的相似度计算方法

为：当符合规则 １、２、３ 中任意一条规则时，相似度为
１；当符合规则 ４ 时，相似度需根据规则 ４ 的具体情况
进行计算；当对所有规则均不符合时，相似度为 ０。

这就获得了目标表字段与源表字段的基于属性

命名规则的匹配度，其取值范围为 ０ 到 １，当其值越
接近 １ 时，表明两个字段的匹配程度越高。

（三）基于属性值的匹配

比较属性值的方法是用基于数据内容的方法来

鉴别异构数据库间相等的字段。将源表的属性与目

标表的属性进行一一比较，但随着需要比较的属性

值的个数增多，直接比较属性的值是否相等及其所

来自的域是否相同来确定属性是否为同一属性的方

法是低效的。为了克服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在比较

前通过 ｓｑｌ语句分别对源表与目标表的所有属性值
进行统计，获取属性值的长度、小数位数、平均值、标

准差、最大值、最小值等统计信息，在比较过程中使

用这些统计信息进行属性匹配。

整个基于属性值的匹配过程包括：根据数据类型

对属性分类、属性类型强制转换、建立描述属性的数据

指标体系、相似度计算、权重设置、获取最终匹配度。

图 ３　 基于属性值的匹配过程

图 ３ 给出了处理基于属性值的匹配问题的流
程。具体过程如下：

１． 根据数据类型对属性分类
根据描述属性的数据类型的异同，将数据类型

分为三大类。本文采用 Ｃ＃语言实现，数据类型为以

下所示：

数值型（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ｔ３２，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ｔ６４，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ｔ１６，Ｓｙｓｔｅｍ． Ｂｙｔｅ，Ｓｙｓｔｅｍ． Ｄｅｃｉｍａｌ，Ｓｙｓｔｅｍ． Ｄｏｕｂ
ｌｅ，Ｓｙｓｔｅｍ． Ｓｉｎｇｌｅ）

字符型（Ｓｙｓｔｅｍ． Ｓｔｒｉｎｇ）
日期型（Ｓｙｓｔｅｍ． ＤａｔａＴｉｍｅ）
由于其他稀有类型在电子审计数据中极少使

用，所以本文暂不考虑其他稀有类型。

２． 属性类型强制转换
先将属性类型转换为相同的数据类型后再比

较，即源表与目标表的属性类型须相同才能进行比

较。我们先对属性做检测，如果字符中所含的数据

全为数值，就将其转换为数值型，这就可以和其他数

值型字段进行比较，而不再和字符型字段进行比较。

３． 建立描述属性的数据指标体系
我们将采用含有 ７ 个元素的一维数组装载指标

值，具体的指标体系定义如下：

（１）数值型
长度，小数位数，平均值，标准差，最大值，最小

值，１ 表示其为数值型。
（２）字符值
０，０，字符串长度平均值，字符串长度标准差，字

符串长度最大值，字符串长度最小值，－ １ 表示其为
字符型。

（３）日期型
日期型将不建立指标体系，数组的前 ６ 个元素

均为 ０，最后 １ 个元素也置为 ０，表示其为日期型。
４． 相似度计算
相似度主要是指目标表字段与源表字段的匹配

程度。以下为具体计算过程，其中 ｆｏｒｉ［］为源表的字
段指标值，ｆａｉｍ［］为目标表的字段指标值。

ｉｆ（ｆｏｒｉ［］＝ ＝ ０ ａｎｄ ｆａｉｍ［］＝ ＝ ０）／ ／如果目标表、
源表字段指标值均为 ０，则：

ｓｉｍ ＝ １
ｅｌｓｅ ｉｆ（ｆｏｒｉ［］！ ＝ ０ ａｎｄ ｆａｉｍ［］＝ ＝ ０）／ ／如果只有

目标表字段的指标值为 ０，则：
ｓｉｍ ＝ ∞
ｅｌｓｅ ／ ／如果目标表字段指标值不为 ０，则：
ｓｉｍ ＝ ｆｏｒｉ［］／ ｆａｉｍ［］
５． 权重设置
本文采用 ＲＣ 方法计算指标的权重。ＲＣ 法是一

种所有属性根据重要性排序的权值法［１１］。

在 ＲＣ方法中，若所有属性的特征向量根据其重要
性排序，则重要性为 Ｓｋ 特征向量的权重 ｗｋ 计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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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ｋ ＝
１
Ｓ ∑

ｓ

ｔ ＝ ｓｋ

１
ｔ

计算所得权重如下：ｗ１ 指标长度为０． ４０８３，ｗ２
小数位数为 ０． ２４１７，ｗ３ 标准差为 ０． １５８３，ｗ４ 平均值
为０． １０２８，ｗ５ 最大值为０． ０６１１，ｗ６ 最小值为 ０． ０２７８。

６． 获取最终匹配度
计算出指标的权重后，再根据步骤 ４ 中获得的

相似度获取目标表字段与源表字段的最终匹配度

Ｓｉｍ。采用的计算方法是：

ｓｉｍ ＝ ∑
６

ｉ ＝ １
ｗｉ × ｓｉｍ ｉ

在这里，我们就获得了目标表字段与源表字段

的基于属性值的匹配度。匹配度的取值范围为无穷

小到无穷大，但是当匹配度越接近正 １ 时，表明两个
字段的匹配程度越高。基于属性值和基于属性名的

匹配度的加权和最接近 １ 的即为与目标表最匹配的
源表。该匹配方法可实现从众多源表中挑选出最匹

配目标表的一个源表，适用于具有多个源表的电子

审计数据环境。

四、实验与结果分析

对基于属性值和属性命名规则的匹配技术的验

证，主要通过实际系统的运行获得相应指标，以论证

其有效性。除了考虑系统性能外，结果的准确度最

能反映其有效性。实验数据来源于 ＳＱＬＳｅｒｖｅｒ２００５
数据库。为了使实验符合审计环境，我们将采用电

子审计数据作为数据源，以科目余额表作为实验数

据库表对象。为了保证实验的客观性，使其更符合

实际运用环境，本实验将模拟几种常用财务软件数

据库表，建立 ４ 组源表数据：“中财信”、“用友”、“金
蝶”和“灵狐 ２０００”财务管理软件源数据。

经过实验发现，在 ４ 组数据中，基于值与规则的
属性匹配对源表的选择全部正确，在字段查准率上

也达到了 ７５％。不准确字段主要集中在目标表的金
额字段，其中 ｃｒｅｄｉｔ＿ａｍｏｕｎｔ 在 ４ 组数据中均没有得
到正确的匹配，ｏｐｅｎｉｎｇ＿ｂａｌａｎｃｅ 在 ３ 组数据中没有
得到正确的匹配，说明其对金额字段识别的准确性

有待提高，但对其他字段的匹配都表现良好。具体

匹配结果如表 １ 所示。
在与只基于规则的方法和只基于值的方法的比

较过程中，所得到的表查准率、字段查准率的实验结

果对比见表 ２。
可以看出，只基于规则的方法的字段查准率、表

查准率都为最低，说明完全依赖于规则的效果较差；

只基于值的方法的表查准率也有达到 １００％的，但其
字段查准率略低于同时基于值与规则的属性匹配，说

明基于命名规则的方法在匹配过程中发挥了作用，提

表 １　 基于值与规则的属性匹配结果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值型

目标表属性 ａｃｃｏｕｎｔ＿ｃｏｄｅ ａｃｃｏｕｎｔ＿ｎａｍｅ ｏｐｅｎｉｎｇ＿ｂａｌａｎｃｅ ｄｅｂｉｔ＿ａｍｏｕｎｔ ｃｒｅｄｉｔ＿ａｍｏｕｎｔ ｂａｌａｎｃｅ＿ｙｅａｒ ｂａｌａｎｃｅ＿ｍｏｎｔｈ

源 表 中 财 信

“ｈｚ”属性 ＫＭＤＭ ＫＭＭＣ ＮＣＹＥ ＪＦＥ （ＹＥＦＸ） ＹＥＮ ＹＥＹ

源表用友“ＧＬ＿
ＡＣＣＳＵＭ”属性 ＣＣＯＤＥ ＣＣＯＤＥ＿ＮＡＭＥ （ＭＢ） ＭＢ （ＣＣＯＤＥ） ＩＹＥＡＲ ＩＰＥＲＩＯＤ

源表金碟“Ｔ ＿
ＢＡＬＡＮＣＥ”属性 ＦＮＵＭＢＥＲ ＦＮＡＭＥ （ＦＪＡＭＯＵＮＴ）ＦＢＥＧＩＮＢＡＬＡＮＣＥ （ＦＮＵＭＢＥＲ） ＦＹＥＡＲ ＦＰＥＲＩＯＤ

源表灵狐 ２０００
“科目余额表”

属性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借方余额） 借方余额 （科目编码） 余额年度 余额月份

　 　 注：括号内为匹配错误的表或属性。
高了字段的查准率。总之，基于值与规则的属性匹

配技术与其他方法相比，匹配结果的准确率最高。

我们通过实验证明了基于值与规则的属性匹配技术

是适用于电子审计数据的。

表 ２　 查准率结果对比

方法 字段查准率 表查准率

只基于值的方法 ６７． ８％ １００％
只基于规则的方法 ３９． ３％ ７５％
基于值与规则的方法 ７５％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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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束语

在计算机审计数据采集过程中，审计人员采集

了电子审计数据后，需要手动匹配源数据库与目标

数据库的表与字段，在手动匹配前审计人员还需了

解财务软件的数据库表与字段的经济含义。本文提

出的基于智能匹配的数据采集技术，可以解决计算

机审计数据采集中存在的大量字段匹配问题，提高

数据采集的效率。本文的研究内容只是计算机审计

数据采集中的一部分，未来可以在此基础上扩展基

于属性值与命名规则的匹配技术的适用性，综合解

决计算机审计数据采集中存在的问题。未来可以深

入开展的工作主要有如下两个方面：

一是数据采集过程的整体实现。目前国内计算

机审计中还没有完善的数据采集方案，未来的工作

可以考虑实现自动数据采集的整体方案。另外，在

审计电子数据分析中，我们还可以考虑智能技术的

使用，通过智能技术减少人为分析与判断，提高审计

分析效率。

二是审计环境中的异构数据问题。实际审计环

境中存在着大量的异构情况。异构数据库语义集成

问题比较复杂，涉及数据库技术、人工智能理论等多

门学科，所以需要在现有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做更

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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