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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工智能在大数据处理、模式识别和预测分析等领域的应用，为金融机构内部审计提供强有力的技

术支持。本文探讨基于人工智能的中小金融机构内部审计数据处理方法，分析人工智能如何提升数据整合、风

险监测、非结构化数据分析及合规检查的能力。重点阐述智能数据预处理、风险预警系统的构建以及合规性检

测的智能化实施，提出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优化审计流程的方法，并探索其在提升审计效率与风险管控能力方面

的创新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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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金融科技的迅猛发展，中小金融机构面临着

数据量激增与审计复杂度增加的双重挑战 [1]。内部审

计作为金融机构风险管理的关键环节，必须实现精准、

高效的风险评估与合规审查 [2]。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

不断进步，尤其是在大数据分析、机器学习与自然语

言处理等领域的突破，人工智能为内部审计带来新的

机遇 [3]。利用智能化的数据处理，人工智能能够提升

审计工作效率、降低风险漏报率、优化合规性检查流

程 [4]。本文目的在于探讨基于人工智能的中小金融机

构内部审计数据处理方法，分析其应用潜力与实现路

径。

1 中小金融机构内部审计数据处理需求

1.1 数据整合需求

中小金融机构审计数据来源丰富，包含核心业务

系统、交易记录等多维度数据。内部审计人员需从不

同数据库、表单等提取数据，整合至统一平台分析。

其核心需求是高效准确获取数据并统一格式标准。在

金融行业，审计数据整合不仅有结构化数据，还涉及

诸多非结构化数据，因混合数据源特性，设计时要兼

顾数据格式多样与不同数据源的连接性。数据整合中，

安全性与合规性不可或缺，数据传输和存储须满足监

管对金融数据保护的严格要求。这不仅是技术问题，

更是合规要求，涉及敏感信息加密传输、访问控制等

安全措施。只有保障数据安全合规，才能完成整合，

为风险识别等提供优质数据基础。

1.2 风险监测需求

1.3 数据处理需求

审计数据处理涉及数据的清洗和转换，还需快速、

准确地进行分析，为决策提供支持。数据处理的首要

需求是清洗和标准化，由于审计数据来源广泛，格式

多样，必须借助自动化手段清洗数据，去除冗余、填

补缺失并统一格式，减少人工错误。数据的转化和聚

合同样关键，中小金融机构审计数据结构复杂，需用

自动化工具将其转化为统一格式并有效聚合，以实现

统一分析，而人工智能可识别数据源关系，助力数据

整合，提升处理效率。此外，数据分析和建模需求迫切，

传统人工分析效率低且易疏漏，人工智能通过自动化

数据挖掘与建模，能快速识别潜在规律、异常数据与

在中小金融机构内部审计中，风险监测是实时识

别、评估潜在审计、操作、市场等风险的关键。机构

面临信用、流动性等多种风险，常以数据异常、交易

模式变化等形式呈现。因数据分散于多系统，具有高

维度、复杂特性，传统方法难以有效识别风险。人工

智能，尤其是机器学习算法，能从历史数据构建风险

预测模型，实时监控交易、账户等数据，自动识别大

额资金频繁流动等异常模式，快速锁定操作风险与欺

诈行为。同时，监测系统需具备多维度风险评估能力，

人工智能可处理海量数据，构建综合模型，分析金融

产品、客户行为等因素，输出量化预警，助力审计人

员及时应对。此外，高度自动化与智能化的风险监测

系统，能让中小金融机构在资源有限时高效把控风险，

提升审计效率，减少人工审查疏漏。

风险，既加快数据处理速度，又精准定位审计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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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审计数据处理核心需求涵盖高效的数据清

洗、标准化、转化聚合，以及基于人工智能的建模能力。

1.4 合规检查需求

在合规检查中，首要需求是自动识别与更新合规

标准。金融机构面临的法规政策繁多且变动频繁，人

工审计难以实时追踪，而人工智能借助自然语言处理

技术，能自动解析法规，及时更新标准，保障审计符

合最新要求。同时，合规检查需高效处理数据并验证

一致性。金融业务数据层面复杂，人工审核效率低，

人工智能可自动化筛查交易、账户等数据，快速揪出

利率不符等不合规行为，提升审计效能。合规性分析

要覆盖多维度，人工智能综合业务类型、客户信息等

因素，进行全面评估，并依据实时数据和法规动态调

整检查规则。合规检查系统必须具备实时性与灵活性。

鉴于金融市场和监管环境瞬息万变，人工智能可持续

更新合规规则，动态监控风险，确保审计各环节紧跟

最新规定 。

2 基于人工智能中小金融机构内部审计数据处理方法

设计

2.1 实现智能数据预处理

人工智能可以自动清洗、标准化、整合和转换数据，

提高处理速度和质量。对于数据清洗，人工智能采用

KNN 算法填补缺失值，利用聚类分析识别并剔除异常

数据，避免人工干预。重复数据可采用相似度计算自

动合并。数据标准化和归一化也能利用人工智能自动

完成，将不同量纲的数据转化为统一标准，确保后续

分析的准确性。

将数据调整为零均值、单位方差，消除量纲差异，

归一化将数据映射到 [0,1] 区间。对于数据整合，人

工智能采用自编码器或图神经网络等深度学习技术自

动融合来自不同系统的数据，消除格式差异，提供一

致的分析基础。特征选择和降维也是人工智能处理的

关键环节，Lasso 回归、决策树等算法可自动筛选出

有用特征，减少计算量并提高精度。利用主成分分析

等降维技术，人工智能能降低数据维度，减少处理时间。

2.2 构建风险识别预警系统

针对风险监测需求，人工智能可以实时分析多维

数据，自动检测异常行为，并为审计人员提供风险预

警信号。构建风险识别预警系统的核心方法是数据建

模和风险预测，利用历史数据和实时交易数据，人工

智能可以利用监督学习算法训练逻辑回归、决策树、

随机森林、支持向量机等风险预测模型。这些模型能

够根据历史案例和当前数据，识别出潜在的风险模式

并进行分类。如在识别信用风险时，人工智能模型可

以根据客户的信用历史、还款能力、交易行为等多个

维度的数据，判断客户违约的可能性。公式如下：

（2）

  式中， 1 2, , , nx x x… 表示发生风险的概率，

false 为影响风险的特征变量， 1 2, , , nw w w… 为对应特

征的权重， b 为偏置项，σ 为激活函数（如 Sigmoid

函数），用于计算风险的概率值。利用训练过程，人

工智能能够动态调整各特征的权重，实时识别风险并

进行预测。除了使用监督学习模型，人工智能还可以

应用无监督学习方法识别未标注的异常数据。在金融

机构内部审计中，异常交易、资金流动异常、客户信

息不一致等现象常常预示着潜在的操作风险或欺诈行

为。人工智能利用自适应算法，可以对大量未标注的

数据进行分析，自动识别出可能存在风险的模式。如

使用 K-means 聚类算法将交易行为划分为正常与异常

两类，再利用距离度量自动识别出与大多数数据点差

异较大的异常行为。在构建风险预警系统时，实时数

据监控和反馈机制尤为关键，金融市场和客户行为快

速变化，传统的风险评估模型无法适应实时变动的市

场条件。人工智能利用深度学习和流数据处理技术，

可以持续更新模型，实时分析新产生的数据。例如，

人工智能可以采用 LSTM（长短期记忆网络）模型对金

融时间序列数据进行预测，评估未来短期内潜在的市

场波动或信用风险。时间序列预测模型可表示为：

                      

t t-1,( ), , ;y f y y y θ= …t -2 t -n （3）

式中， ty 表示时间 t 时刻的预测值，f 为 LSTM 模

型的函数，θ 为模型的参数， 1, 2, ,t t t n− − … − 为历史

数据点。该模型能够捕捉数据中的时序关系，精准预

测市场波动，为审计人员提供前瞻性的风险警示。人

工智能在风险识别中的另一个关键优势是其自动化和

自我学习能力。随着数据量的增大，人工审计的效能

逐渐下降，而人工智能可以利用增量学习和在线学习

算法，持续优化模型，减少人为干预的需求。人工智

能模型的自我调整能力使得系统能够适应新类型的风

险，从而提高风险识别的准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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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开展非结构化数据分析

中小金融机构处理的数据种类繁多，除传统的结

构化数据外，还涵盖大量文本、图像、音频、视频等

非结构化数据。对于金融机构而言，非结构化数据分

析的核心任务之一是文本数据的处理与挖掘。金融领

域的非结构化文本数据通常表现为合同文件、财务报

表、客户评论、市场分析报告等，人工智能利用自然

语言处理（NLP）技术对这些数据进行解析和理解，

识别出潜在的风险点。人工智能可先使用 TF-IDF 或

Word2Vec 等文本向量化技术将文本转化为数值特征，

便于后续的分析。TF-IDF 方法能够衡量某个词在文档

中的重要性，从而提取出金融审计中关键的风险信息。

文本分类也是非结构化数据分析中的任务。机器学习

算法使人工智能能够自动从大量文档中识别出与审计

相关的文本信息，并对其进行分类。如采用支持向量

机或 LSTM 神经网络等深度学习网络进行分类，判定某

个文档是否属于潜在的风险类别。在图像和视频数据

的分析中，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帮助审计人员从图片、

监控视频等中提取出有价值的信息。例如，利用卷积

神经网络（CNN），人工智能能够识别出财务报表中的

签名、图表、表格中的异常信息，以及分析监控视频

中的异常行为。CNN的核心运算是卷积操作，其公式为：

( ) ( )( ) (, (, ) ), ,
i j

y x y f g x y f i j g x i y j= ∗ = − −∑ ∑ （6）

式中， f 为输入图像， g 为滤波器（卷积核），

( ),y x y 为输出特征图。这种方式使人工智能可以自动

从图像或视频数据中提取出审计所需的信息，减少人

工审查的工作量。音频数据分析也是中小金融机构非

结构化数据分析的一部分。

2.4 实施审计合规性检测

人工智能技术采用自动化和智能化手段，提升合

规性检测的效率和准确性。人工智能在合规性检测中

的核心作用是自动识别潜在违规行为，采用对历史数

据的学习，人工智能模型能够识别不合规的交易模式、

异常资金流动等行为。如使用支持向量机等算法对交

易、账户和客户数据进行实时分析，自动检测是否存

在违规行为。在反洗钱（AML）审计中，人工智能能够

分析资金流动、客户交易频率等数据，自动识别可疑

交易并发出警报。人工智能还可应用于合规性文档的

解析。利用自然语言处理（NLP），人工智能可以将复

杂的法律法规转化为机器可识别的规则，快速判断金

融行为是否符合合规要求。合规性检测的实施过程主

要为数据采集、预处理、模型训练、合规评估和结果

反馈（表 1）。深度学习技术的引入进一步增强合规

性检测的能力，深度神经网络采用持续学习，能够识

别复杂的合规规则，并自动评估客户信用、交易行为

等是否符合要求。

表 1  合规性检测的实施过程

步骤 任务 应用技术

数据采集 收集交易、客户及

贷款数据

数据接口、

API 抓取

数据预处理 清洗和格式化数据 数据清洗、

归一化

模型训练 构建合规性检测模

型

机器学习

（SVM、决策树）

合规性评估 判断数据是否符合

合规要求

规则引擎、NLP

结果反馈 输出评估报告与警

报

可视化、报告生

成工具

3 结语

本研究探讨基于人工智能的中小金融机构内部审

计数据处理方法，重点分析数据整合、风险监测、数

据处理和合规检查等需求，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人工智能技术在数据预处理、风险识别、非结构化数

据分析及合规性检测中的应用，有效提升审计工作的

效率和准确性。人工智能的引入优化审计流程，还为

中小金融机构提供更为智能化的风险防控手段。

参考文献

周洋 . 企业内部审计体系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其对

策 [J]. 中国农业会计 ,2024,34(22):91-93.

古 丹 丹 . 新 形 势 下 基 于 WSR 的 内 部 审 计 管

理路径探究——以 A 集团为例 [J]. 中国农业会

计 ,2024,34(22):94-96.

傅添图 . 国有企业内部审计对风险控制的作用与

策略 [J]. 今日财富 ,2024,(34):80-82.

武胜芬 . 内部审计下国有企业财务会计与税务会

计的融合策略 [J]. 今日财富 ,2024,(34):92-94.

孔敏 . 企业内部审计与财务会计协同管理模式研

究 [J]. 商业文化 ,2024,(21):122-1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