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Commerce Letters 电子商务评论, 2024, 13(1), 174-180 
Published Online February 2024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ecl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4.131022   

文章引用: 张译文.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大数据审计工作应用研究——以青岛港为例[J]. 电子商务评论, 2024, 13(1): 
174-180. DOI: 10.12677/ecl.2024.131022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大数据审计工作应用研究 
——以青岛港为例 

张译文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商学院，江苏 南京 
 
收稿日期：2024年1月10日；录用日期：2024年1月22日；发布日期：2024年2月29日 

 
 

 
摘  要 

大数据技术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而区块链技术通过其独特的优势，即去中心化、共享性和

不可篡改性，建立了大数据审计的新模式。随着世界一流港口建设加快，大数据和区块链的技术应用，

为提升港口运营管理能力开辟了一条全新的路径，也为港口企业审计工作提供了全新的思路。本文从青

岛港区块链建设为例，阐述了传统港口企业审计工作的难点，以及区块链技术于港口企业审计中具体运

用，并联系理论从中总结出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大数据审计存在的普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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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ig data technology is a new driving force to promote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blockchain technology has established a new model of big data audit through its unique advan-
tages, namely decentralization, sharing and immutable.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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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world-class ports, the application of big data and blockchain technology has opened up a new 
path for improving port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capabilities, and also provided a new idea for 
the audit work of port enterprises. Taking the construction of blockchain in Qingdao Port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difficulties in the audit of traditional port enterprises, as well as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 of blockchain technology in the audit of port enterprises, and summarizes 
the common problems in the big data audit based on blockchain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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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由于市场规模和制度的不断发展以及人民对于诚信交易日益增长的强烈需求，以区块链技术为基础

的联盟链、私有链已经在部分地区及部分行业开始运用且发展迅速，在实际的运用中起到了较为明显的

带动。在此背景下，考虑到区块链技术自身带有的各项特征，例如不可篡改性、去中心化、可追溯性以

及公开透明性，其与审计实务之间存在着高度紧密的联系。通过大数据审计的全新技术可以帮助弥补传

统审计工作的中的模式缺陷，推动我国的审计行业朝向更加成熟的方向发展。2018 年在审计署发布的《在

大数据审计中应用“区块链”技术的一点设想》一文指出：“区块链技术与大数据审计的融合发展将推

动审计行业的创新发展，区块链技术在审计领域的应用是今后审计行业发展的重大趋势。” 
港口是多种运输方式的集结点，商贸物流的重要节点和支撑。以自动化码头为主要代表的智慧港口

物流迅猛兴起并建设投产，带动了整个航运产业升级蝶变，但与之对应的财务审计存在诸多不相适应之

处，导致审计效能低下，制约了智慧港口物流的高质量发展。由此可见，传统审计方式在大数据环境下

已经无法胜任部分复杂的审计工作，区块链技术创新智慧港口物流财务审计构成维度已经成为必然趋势。

因此如何在智能航运及国家战略驱动港口的整合与升级的大背景下，充分融合智能港口物流财务审计和

大数据区块链技术成为了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2. 文献回顾 

近年来，区块链和大数据技术的飞速发展，正在逐渐影响审计技术和方法的发展。秦荣生(2014) [1]
指出，大数据技术以“数据”为中心，提供采集、挖掘和分析审计工作的技术和方法，而云计算技术则

以计算为主，提供 IT 解决方案。将区块链技术加入大数据审计工作中可以促进持续审计方式的发展、总

体审计模式的应用、审计成果的综合应用等。陈伟(2018) [2]提出信息化环境下审计工作发生了巨大的变

化，以查账为主要手段的审计职业遇到了来自信息技术的挑战，利用信息技术开展审计工作成为必然。

袁野(2020) [3]指出区块链技术运用于大数据审计工作能够提供个性化审计服务、推进审计服务水平的升

级、促使审计服务效率提高、促进云审计平台建设、改变审计对象与内容、完善审计法规和更新审计人

员的思维等发展趋势。 
关于区块链技术如何实际运用于审计模式的方面。赵志霞(2021) [4]，刘杰(2019) [5]等学者提出，未

来期间的审计数据将包含越来越多的非常规数据，例如互联网网页、非结构化文档、社交数据等。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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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处理已经成为审计的核心内容，审计模式、审计流程等都将随之改变。在审计质量受区块链技术的

影响方面，黄冠华(2016) [6]认为，在审计工作中通过运用区块链技术，可以实现流程不可逆、实时拷贝

等方式，使得数据无法被撤销、保障了数据处理的安全性，同时提高了审计工作中数据采集的效率与审

计工作完成的质量。区块链对审计人员带来的影响，何芹(2015) [7]等学者认为，在审计工作中运用区块

链技术，可以帮助实现“审计智能+”这一全新审计模式，而审计从业者所承担的工作将有传统的数据收

集与分析转变为针对性评估各项审计流程。 
目前，已有学者基于区块链视角，在有关于智慧港口物流的大数据模型构建及审计的领域设计优化了

大数据审计工作的具体应用方案。唐志波(2022) [8]认为大数据背景下港口的数据信息将以指数的形式爆炸

增长，过去财务体系所提供的数据呈现出零碎、低密度、低价值的特点，缺乏客观及直观的展示和分析数

据的能力，对审计师的实际工作形成了阻碍。因此，运用在港口企业中运用大数据审计云计算平台，可以

使得信息的处理变得更为可靠且高效，一方面弥补港口企业日常经营中存在的缺陷，同时也能对内外部审

计工作都形成正向的推动作用。此外，顾洪菲[9] (2015)，华鑫(2023) [10]等学者提出了管理者可以通过构

建数据仓库、货物运输追踪等方式构建大数据平台，对数据进行分析并提供数据支持战略。通过 Hadoop
分布式计算框架平台搭建大数据平台，可以将碎片化信息整合，使港口的数据发挥更大的作用。 

但是由于一部分现实因素的存在，区块链技术在审计中的实践运用仍存在一定阻碍。刘星(2016) [11]
立足于我国现阶段国家审计领域推进大数据战略的信息化背景和发展目标的角度，从审计数据中心建设、

数据采集、数据处理、数据分析、组织模式和风险管理六个方面提出推进大数据审计工作面临的若干挑

战与困难。张敏(2020) [12]指出了大数据审计面临的五大挑战，即大数据获取成本高、观念与习惯转变困

难、人才难得、审计业务的复杂性与大数据审计体系设计的复杂性。梅叶(2023) [13]发现即使在区块链技

术的加持下，智慧港口物流的财务审计业态仍存在如理念与技术掣肘、局部与整体离心等现实问题。 

3. 案例分析 

3.1. 案例背景 

2018 年 4 月，青岛市与山东联通达成合作开展 5G 试点工作，青岛港智慧码头就是联通 5G 试点项目

之一，在 5G 技术的硬件支持下，山东港口青岛港于 2019 年与工信部赛迪区块链研究院正式达成合作，

旨在实现智慧港口航运运营生态业务方案开发的阶段目标。这一阶段的主要目标是构建智慧港航领域区

块链研发生态和应用生态，打造区块链人才和专业技术人员培养基地，完善区块链改造港口集团业务方

案。2021 年开始，山东港口青岛港进一步深入与工信部赛迪区块链研究院的合作交流来优化港口营商环

境，将区块链技术应运用山东大宗商品交易平台项目，创新交易模式，服务模式，期货交易，金融管理，

风险管控等项目中去，成功构建了完整且系统化的大数据区块链云平台。 

3.2. 传统港口审计中存在的具体问题梳理 

3.2.1. 港口经营管理复杂化 
当前港口公司要扩大经营规模，一方面加强海港的基础建设，同时加强装卸、仓储和传统服务；另

外，将加速建设现代物流系统，积极打造内陆无水口岸，开展期货交割、保税服务、物流、电商、金融

等综合服务，并努力开辟多元化发展途径，既要实现资本的发展也要提升业务的规模，形成双向发展的

新局面，这一形势使得审计行业面临日益复杂的业务内容和需求。其次，部分港口企业力求加大合资及

合作的力度以谋求发展，在此背景下多层级的公司应运而生。此外，部分港口企业选择走改制上市这一

条发展之路，导致企业形成了在股权及地域范围分散的局面，港口企业丧失了部分下属子公司的控制地

位，下属公司的运营及管理模式可能与母公司存在较大差异，客观上增加了审计工作的复杂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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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港口审计方式存在缺陷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部分国有企业打破固步自封的传统思维力求创新发展，部分智慧港口

物流财务审计已经将大数据审计运用到内外部审计中，但是强调事后审计、弱化事前预测的传统审计方

式并未从本质上得到解决。“游击审计”、“过场审计”、“人情审计”和“消灾审计”等一定程度弱

化了独立审计的权威和效果。同时，港口企业存在体量大、监管难、数据量大、人员多且关系复杂等特

征，国内外业务利益交织问题严重，顽固问题难以仅凭一项未成型的技术就得到根本性的改善。因此大

数据云平台的建立和推广有一定难度，审计方式的改革发展缓慢。 

3.2.3. 企业内部对审计工作的重视程度不足 
目前我国港口企业皆处于发展阶段，部分企业选择短期的经济效益，却忽视了现代财务及审计制度

的建设。特别是对于港口企业审计制度体系建设，不完善的制度体系使得港口企业出现了控制监督工作

严重缺失的显著问题。部分企业规模小或管理层“重业务轻管理”，未设立内部审计机构或设立了非独

立的内部审计机构，自管理层至基层员工均没有对港口企业的审计工作表现出足够的重视。此外，部分

港口内部审计部门也同样存在内审员工缺乏财务、审计、信息系统专业性的问题，导致审计工作层层受

阻，羸弱的内审机构难以给外部审计师的工作提供可靠的帮助，不完善的内控机制也加大了外部审计出

现差错的风险。 

3.3. 区块链技术在青岛港的运营及财务审计中具体应用 

3.3.1. 研发模块化数据模型 
过去青岛港运营平台中，数据信息的处理和获取根据岗位和职级差异设置对应的权限，对各层级的

职位设有不同层级的数据管理及修改权限，在使用中需要多个用户端相互制衡。通过网络技术对数据进

行的采集、检算与分析，由于信息具有更高的层次限制而造成的信息共享范围受限，信息系统安全和追

责技术更加薄弱。因内外部对审计工作中的信息收集费用投入极高，且产生了相应的会计信息失真固有

风险。 
在青岛智慧港口物流模式下，青岛港集装箱码头等对大数据局域网信息系统的使用及依赖程度加大，

使得用区块链技术构建港口大数据运营模式这一设想成为现实。通过联通 5G 的信息技术支持，再加上

政府对港口企业运营的环境进行良好的管控，为区块链技术的顺利运用提供了基本保障。此外，通过大

数据区块链技术将港口的生产信息与财务信息、内部控制、安全评估等因素纳入区块链范围，可以实现

对数字的加密处理，使得港口的大数据模型具有无障碍且真实性程度高的特点。同时，大数据模型的运

用使得港口企业审计实现了分布式数据运营检索、数据开放共享的内外部审计模式，弥补了传统审计工

作存在的缺陷难题。 

3.3.2. 打造智能化信息交换平台 
打造了基于内外部审计、管理层需求，多用户主动参与监督青岛港运营信息查阅、查证、记录的共

享交换智能平台。在这项平台中，根据不同用户的不同等级需求提供不同等级的信息，同时通过收费和

授权免费的方式允许更多的参与者参与监管。平台通过推送手机二维码扫描登录大数据智能云平台，可

以在该平台中查询当日及过去港口的具体运营数据，实现点对点信息交换、智能索取与可追溯交换。 
大数据区块链技术所特有的真实性和不可篡改性保证了数据的真实可靠，为审计的有效性和可靠性

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提高了审计人员在面对极大量的数据时的工作效率。区块链技术“牵一发而

动全身”的特质能够保证审计师和其它监督人员在任何一个节点上都可以完整清晰看到需要的信息，以

及新数据的录入带来的变化，“远程智能监管”成为了可能。这一创新为国家职能部门监管审计提供了

便利科学的路径和详实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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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构建开放包容的审计生态建设 
通过区块链技术开发生成管理系统，实现了生产过程和价值管理协调统一，为建立成功开放式审计

模式打下来良好基础。物流数据、生产数据和辅助数据等共同构成青岛港审计数据的来源，通过青岛港

大数据智能云平台作为审计信息的交换平台，可以实现对多元用户数据使用方式的管控，同时能够自动

收集、整理、归类相关使用者的反馈，一方面直接推送给管理层，旨在促进港口企业改进运营策略。另

一方面，使用者的反馈也是审计信息的重要来源之一，可以帮助审计师了解港口真实的运营情况。 
开放包容的审计资源生态是推进区块链审计新技术创新发展的重要尝试，需要各方要素的积极参与，

并共同提高对大数据分析区块链技术及其运用在港口行业中的研究能力与价值认识。徐凯(2016) [14]通过

分析总结区块链技术在港口与航运领域的应用趋势，提出大数据分析云平台的建设可以有助于提升企业

员工整体专业素质提升，增强企业用户使用与安全方面的管控能力，更可以建立与优化企业区块链+审计

体系的管理标准。 

3.3.4. 助力反舞弊浪潮 
青岛港通过将区块链技术运用于大数据审计中，由于区块链技术所特有的去中心化、安全性、独立

性、匿名性、开放性特性，链上信息的可靠性得到了充分保障。此类特质一方面使得区块链技术实质形

成了一个数据互信、信息共享的统一系统，成功打破了传统的数据壁垒的阻碍，助力港口企业审计工作

与企业内各个内部控制部门得以发挥协同优势，抗击舞弊现象。 
另一方面，每一个节点对这条链上记录的任何信息都可以进行实时访问并通过时间戳技术留下印证，

保证了每一笔数据处理的透明性。每一条实时交易记录都可以被任意一个节点以加密的方式进行审查和

追溯，每一条信息都处于全部节点的监控之下。信息机制透明使得各港口企业部门内实现了数字互信、

信息互通，保障了各节点交易的公开透明，颠覆了传统审计过程中的信息获取、传递、追溯困难等问题。

企业的每一笔交易信息都被打包成一个区块连接到链上，而时间戳技术以及区块链的共识机制保证了链

上信息的真实可靠，大大降低了企业内部的舞弊风险 

4. 研究发现 

区块链技术在以去中心化、不可篡改、公开透明等优势在金融管控、数字货币、供应链优化、平台

运营等领域已取得成功实践。但是在针对青岛港的案例分析中，仍然总结出了如下几项针对大数据区块

链技术具体运用的普遍问题。 

4.1. 去中心化过于理想 

区块链去中心化无的特点使得审计数据来源具有真实性和可靠性，但是“可扩展性、安全性、去中

心化”三者不可兼得的关系使得完全去中心化只能存在于理想状态之中。在公有链中，所有参与者都有

权实时读写，且不受某一节点数据丢失的影响，实现了安全性和去中心化的同时也牺牲了可拓展性和速

度。而私有链只针对某一部分被赋予权限的参与者，虽然数据可拓展性和安全性得到了保障，但是由于

私有链缺乏最大范围的网络节点共识，参与者的权限等级更高，更容易出现舞弊的情况，因此，完全去

中心化并不现实。 

4.2. 审计大数据的风险管理 

对于数据采集方面，传统的审计数据对于真实性和完整性的要求较为严苛，而大数据普遍存在不精

确的问题，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虽然被审计单位提供的具有结构化的数据往往具有较高的真实性。

但是在大数据背景下，从外部来源所获取的如网页、社交媒体、视频中的数据，其风险相对较高，对于

审计工作而言需要审计师具有较高的甄别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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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子数据的存储与处理方面，数据的存储与管理服务于全国各地的审计机构与从业人员，因此对于

建立严格的数据权限管理机制显得格外重要。同时数据处理的风险表现为数据多样化和规范标准化间的

矛盾，由于目前审计大数据仍以各种不统一的信息状态存在，若过分追求大数据的标准化，则难免带来

部分个性化的数据丢失。 

4.3. 底层技术不成熟 

区块链作为大数据审计的底层技术在尚未形成标准化的审计应用形态。区块链技术的使用实际是基

于网络共识及去信任环境两项机制，而单凭机器共识一项机制并无法完全消除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风险。

因此，区块链仍可能存在数据漏洞的风险，反而不利于提高审计质量和审计效果。此外，除了共识机制

等底层技术有待完善以外，区块链技术和相关配套设施未能全面融合，大多数审计单位无法负担由于技

术应用和优化带来的高昂成本。 

4.4. 从业人员职业素养不足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大数据审计作为一项新兴审计模式引起了市场的广泛关注，但是相对应的人才培

养机制仍没有与之相契合。以高校教育为例，大多数高校仍旧按照传统教学方案对财务学科学生进行授

课培养，而没有结合当下热门的大数据前沿趋势进行针对性培养，仅仅通过选修课的方式选择性授课，

导致学生低估了大数据的重要性，主动探索的热情也大打折扣，这一现象的直接导致了精通大数据、区

块链的财务人才严重缺乏。 

5. 结论与讨论 

根据上述研究分析，区块链大数据技术对于各行业都能起到显著的成效。区块链技术的港口内部审

计新生态必要条件包括夯实港口高水平的信息技术管控基础，提升研发数字信息资源的功能价值认知。

曾露玲(2016) [15]提出由于存在着的部分现实问题导致部分数据仅仅停留在报表上面，是零碎的、闲散的、

低密度低价值的数据，即无法客观且直观的展示和分析数据，也无法高效地进行决策部署，大数据审计

难以发挥其真正的作用，相应的技术和运用等方面仍有待完善。 

5.1. 加快区块链底层技术研发与更新 

目前区块链大数据平台的开发已经相当迅速，不过在实际应用中，依然面临区块链数据与存储不能

进行大量有效的应用的情况，技术手段的不成熟与内在不足也制约着其在审计应用中蓬勃发展。所以，

在未来要加速对区块链基础技术的研究与创新，以促进管理共识、社会共识与机器共识的全面发展，并

逐步缩短区块链产业链内部数据的信任边界。这一要求需要理论界和实务届的密切共同合作，部分研究

区块链大数据的高校实验室可以根据社会现状选择更加务实的研究方向，以创新智造为导向，积极推进

校企联动来促进成果的转化，以促进区块链技术得到更为迅速的发展。 

5.2. 推动大数据审计人才培养及人才转型 

在区块链开的快速发展阶段，四大会计师事务所考虑到其应用于审计的优势及促进作用，已经提前

开始积极布局以区块链技术为基础的审计模式，旨在为客户提供更为全面、多样化的审计服务。这也意

味着审计乃至整个大财务行业都对理解区块链技术的复合型财务人才有着更高的需求。因此高等教育应

当发挥起我国人才培养的摇篮这一重任，从高校教育入手、通过积极的学科交叉培养方式入手进行教学

模式升级，如通过增设大数据技术平台、数据可视化、机器学习等相关内容，培养会计学科学生的数字

化思维，以帮助其了解更为前端的财务领域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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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加强政府引导与完善相应法规法律 

区块链大数据平台的完善需要我国政府监管部门的引导。为此，我国有关部门应当从多方面入手，

对大数据区块链技术进行全面的读到，以此来增强区块链技术的公信度。在技术层面和准入机制层面加

以深入，如加强对网络节点管理，任何有关大数据平台节点的过程都必须受到实时监督及审查，提高信

息公信力和公开透明度，对于区块链的新用户应及时纳入监管范围中，并且设置严格且完善的行业准入

和退出机制。其次，政府应当完善对于港口企业的全过程审计规则建设，完善港口企业的审计质量管理

体系建设可以采用自检、互检为主的二级审核体制，通过大数据云平台的特有属性确立起配套的监督检

查机制和责任机制，以此来提高审计实务工作的规范标准性，从未使得我国港口企业的审计工作质量有

突破性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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