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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传统的财税工作模式呈现出重复、繁杂、低效，耗费大量的时间与人力的特点。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的

智能财税服务，实现了票据自动识别、语义解析、自动记账、机器审核、自动对账甚至一键报税等财税新模式。财

税领域的大数据平台与财税智能机器人，根据具体规则，持续、高效地运作，操作简单，极大地提升财税工作的效

率，降低人为失误。介绍了大数据、人工智能在财税实务领域创新的初步成果，依次论述了大数据技术，人工智

能，财务领域大数据平台，财税智能机器人，大数据、人工智能在财税领域的关键技术问题。其中，财税智能机器

人具体包括:费用稽核机器人、应收应付机器人、行政事业单位核算机器人、合同比对机器人、纳税服务机器人。

关键技术包括:票据识别技术，语义识别技术，自动记账，一键报税。以达到对大数据、人工智能对财税领域的创

新有全面而深刻认识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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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raditional work mode of fiscal and taxation service manifests the characteristic of repeatability，

complexity，inefficiency，time consuming and manpower consuming. Based on big data，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iscal

and taxation service has implemented the new work patterns which contain invoice recognition automation，semantics

analytic，bookkeeping automation，robot approval examine and verify，automatically reconciliation，even one key tax

declaration and so on. According to concrete regulation，the big data platform and intelligent robots of fiscal and taxation

service demonstrate that they can operate persistently，efficiently and easily，which can greatly improve efficiency and

reduce man-made faults. In this paper，we introduce the preliminary achieve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iscal and

taxation service. Most important，we successively describe the big data technology，artificial intelligence，finance big

data platform ，fiscal and taxation service intelligent robots and critical technical issues. Among which，the fiscal and

taxation service intelligent robots consist of expenses approval examine and verify robot，receivables and payables robot，

administrative institution accounting robot，contract alignment robot，taxation service robot. The critical technical 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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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ist of invoice recognition automation technology，semantics analytic technology，bookkeeping automation technology，

one key tax declaration technology.

Key words: big data;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iscal and taxation service; cloud platform; intelligent robots

一、引言
财税工作经常遇到这样的场景: 票据数量和

种类多，经常加班干重复的工作，报销程序复杂，
合规风险高，稽核耗时，需要反复核对数据，大量
时间在查找问题，财税工作人员花费的大多数时
间是在作重复、缓慢、低效的工作，非信息化处理
的成本高，不能为企业提供及时的反馈和决策支
持。企业决策多来源于纸质材料，财税工作表现
出复杂、低效、成本高、人为失误多等特点。在企
业中，财务部门最难提效。

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的出现，正在改变人们
的生活方式［1］、科研方式、企业运营模式与财税实
务。随着德勤、安永财务机器人的出现，四大会计
师事务所纷纷推出财税智能机器人。以德勤和普
华永道为代表的财税咨询已运用人工智能。面对
不断扩大的社会需求，更多的公司加入到智能财
税的研发中，已经出现了基于大数据的功能应用
的人工智能云平台与财税机器人。基于大数据、

人工智能的智能财税服务实现了全数据化的工作
环境，机器学习自动记账，甚至自动报税，将会逐
步改变传统工作模式复杂、低效、成本高、人为失
误多等问题，引领财税智能化创新。

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的智能财税服务包括
平台服务与智能财税机器人，能够实现票据、凭
证、账簿、报表等各环节的流程化、透明化、自动化
的过程管理。以原始票据为切入点，通过对原始
票据扫描、文本自动识别和人工校验方式采集票
据影像的电子数据，运用深度学习自动生成会计
凭证，提供凭证制单、审核、冲正、过账、结账等基
础会计核算功能，以及外币核算、辅助核算、汇兑
损益自动计算与结转的会计核算功能。同时提供
账务管理解决方案、自动生成审计工作底稿、税审
工作底稿、财务数据分析等增值服务。

二、大数据、人工智能在财税实务领域创新的
应用方向、初步成果

智能财税应用方向主要包括: 记账: 票据智能

识别，自动记账; 财务分析: 机器自动分析; 税务:
自动报税，税务筹划; 审计: 自动审计，智能分析;
财务反欺诈: 智能分析，实现财务反欺诈; 信贷服
务:数据信用，金融征信，企业征信; 投资管理: 智
能预警，事前投后管理; 可视化分析; 行业报告; 企
业财务管理等。

大数据、人工智能在会计实务领域的初步创
新成果包括: 全数据化工作环境、机器学习自动记
账和自动报税等。实现了“经济业务—单据—账
务—报表—财务分析”全数据处理环境，智能机器
记账，首先将单据影像化、电子化，实现电子化自
动采集，省去录入环节，单据自动汇总计算; 通过
语义理解深度学习，实现财务的自动归类、自动记
账。同时快速生成可视化报表，根据财务数据进
行财务分析的大数据、全样本分析，同时实现全样
本的审计自动化。

大数据、人工智能的智能财税已使多项财税
业务实现自动化。如: 利用云平台实现自动银行
对账。利用业务引擎和财务引擎实现了流程自动
化，包括: 应付自动化、应收自动化、核算自动化、
结算自动化、报审智能化。利用审核引擎，实现了
稽核智能化，包括: 费用稽核、小票稽核、合同稽
核。外部信息数据化是自动化的前提，需要将软
件 /系统与企业信息系统对接实现数据化。同时
将票据识别、用户体系、安全体系、云联接口群、场
景识别等有机结合，不断优化。

智能财税实现突破条件为，需要利用大数据
平台集合财税相关基础数据，采取影像扫描、数据
爬虫技术等进行数据输入，利用票据识别、语义识
别等技术，同时对接企业 EＲP、OA、财务软件、MIS、
CＲM等系统，识别业务事项，利用人工智能深度学
习并不断反馈优化，根据智能应用算法模型，应用
于各类场景。智能财税的基础来源于: ( 1) 全数字
化作业环境，人工智能运作的前提; ( 2 ) 解决非结
构化数据结构化问题; ( 3 ) 众包、闭环、机器学习，
实现自动记账。企业财税业务数据来源于大量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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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凭证与外部数据，传统财税工作中，外部数据的
大部分需手工采集，大量原始凭证需手工采集，数
据化传统模式依赖于大量人力手工录入。实现全
数据作业环境，需要运用票据智能识别，将应用软
件与信息系统中的财务软件、EＲP、CIA、MIS 等系
统对接，通过软件 /系统对接可以实现数据化。利
用票据识别技术，进行模版识别、文字识别、利用
大数据进行智能修正、人工补录等循环实现票据
字段和数据的提取。以智能识别替代人工录入，
利用规则引擎和深度学习实现自动记账。实现机
器自动会计核算，门店销售数据稽核，费用审核，
付款审批，应收账款核销，应付账款核销对账，自
动记账，销售数据自动抽样稽核，AＲ、AP 自动核
销，银行、供应商自动对账等，智能财税将会以人
工智能替代低端、重复的规则性工作，优化简单、
重复，具备明确稳定的量化规则的传统财税工作。

三、大数据、人工智能
大数据是一种规模大到在获取、存储、管理、

分析方面大大超出了传统数据库软件工具能力范
围的数据集合［2］，具有海量的数据规模、快速的数
据流转、多样的数据类型和价值密度低四大特征。

大数据技术包含数据存储技术、数据采集技术、数
据计算技术、数据挖掘技术、数据可视化等技术。
大数据平台基于 Hadoop /Spark计算平台等多种技
术［3］，使用开源的系统，全球生态，相关参数可根
据需要调整，灵活多变［4 － 5］。大数据、云计算等显
著提升了计算能力，奠定海量数据及业务活动的
场景化和数据化。基于大数据平台的数据整合及
数据挖掘工作，可以实现低成本数据处理［6］，具有
通用型技术架构、强大数据计算能力、线性扩展能
力。大数据技术与数据仓库融合，建设成为企业
统一数据平台。非结构化数据、结构化数据、流数
据的分析能够通过大数据技术实现［7］，使得“分析
一切可分析的数据”成为可能。

大数据技术组件体系包括: Hue ( 图形化数据
查询、监控管理工具平台) ，Nutch ( 数据搜索引擎
应用) ，Spark GraphX( Spark 图计算) ，ＲHadoop ( Ｒ
和 Hadoop 接口工具) ，Spark Streaming ( 流处理工
具) ，Zookeeper( 分布式协调服务系统) ，Oozie ( 作

业流调度系统) ，HBase ( 分布式实时列式存储数
据) ，Spark MLlib( Spark 机器学习算法库) ，Mahout
( Hadoop机器学习算法库) ，Storm( 流式实时计算
框架) ，Hive ( SQL 数据仓库系统) ，Pig ( 流式处理
数据仓库系统) ，Impala ( 大数据分析查询系统) ，
Sqoop( 数据库词 ETL工具) ，MapＲeduce( 分布式离
线计算框架) ，Spark ( 分布式内存计算［实时］框
架) ，Tex( DAG计算) ，Kafka( 分布式发布订阅消息
系统) ，Yarn ( 集群资源管理和调度系统 ) ，HDFS
( 分布式文件存储系统) ，Flume ( 分布式日志采集
工具) ，Ambarl( 安装、部署、配置和管理工具) ……

以大数据为基础的人工智能已应用在经济预
测、商业零售、交通、治安等多个领域［8］。例如，利
用 Twitter 情绪词［9］预测道琼斯指数; 零售商对销
售额、定价以及经济学、人口统计学和天气数据进
行分析，选择合适的上架产品，判定减价的时机。
货运公司对交货时间和交通模式等数据进行分
析，以此对其运输路线进行微调。人工智能的出
现，首先得益于三大因素的助推: 大数据积累、高
性能计算和深度学习算法。一是大数据积累，随
着全球设备、机器和系统的连接，大量的无结构数
据被创造出来。随着数据量的级数增长，历史数
据量变到质变，更多的规律在小数据规模无法发
现的统计规律被揭示，大量的历史数据帮助人工
智能能够解决的问题也增加［10］。二是高性能计
算，GPU要比 CPU 能更快的训练机器学习系统;
FPGA /芯片发展:用 FPGA能够更快训练出的深度
学习系统; Hadoop /Spark计算［11］平台:例如图计算
平台单台机器相当于 1000 台机器运算能力，
Spark、Graphlab、Parameter Server 以及 GPU 异构计
算( Caffe、torch、tensorflow) 等面向大规模机器学
习、人工智能的建模平台［12 － 13］。三是深度学习算
法，深度学习的是人工智能近年发展的驱动力，是
机器学习的一个新的领域。深度学习、语音识别、
图像识别技术等研究快速突破，推动人工智能
发展。

四、财务领域大数据平台概述
财务领域的大数据平台的目标是构建集操

作、管理、决策于一体的高效统一的智能合同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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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化平台，实现纵向管控、横向协同 、智能决策、
效率提升、规范流程、降低风险，平台支撑、灵活扩
展。财务领域大数据平台能够帮助企业的不同层
级实现管控目标，在帮助企业进行财务管理的同
时实现管理效能的提升。财务领域大数据平台为
财税智能机器人提供技术支持和平台支撑。

表 1 财务领域大数据平台下的各层级管控目标
企业层级 管控目标 管控职能
战略决策层 智能化 智能化决策支持

运营管控层 管控一体化

强化管理部门对业务的协调、
管理、监督和控制能力; 合同履
行端到端可视平台加强合同履
行过程控制及预警，降低风险
和强化合同履行绩效考核

计划协同层 规范化、精细化

规范业务操作过程，明确流程
各点的关键作业指标，提高作
业效率;实现精细化操作管理，
实现合同履行各环节上的成员
能进行实时的信息共享

作业执行层
业务协同、信息
整合、透明化、
可视化

合同履行端到端可视平台与财
经和供应链、物流信息整合; 执
行过程透明化、大数据可视化、
全程跟踪

基础技术层
供应链技术创
新、系 统 架 构
创新

大数 据 技 术 的 全 面 集 成:
hadoop、hive、Spark、云 计 算、
SaaS……; 灵活、易扩展的一体
化开发平台，支撑集团多元化
经营和兼并扩张

大数据平台帮助管理人员了解企业经营的各
项可得的内外部信息，从渠道到社交媒体，通过分
析所有数据来源帮助企业经营决策; 分析所有可
用的操作数据并且实时做出反应，进行零延迟操
作，从而优化流程; 通过成本效益技术降低 IT 成
本;在速度和规模上实现流程改进、新产品创新，

捕获所有来源的反馈，分析庞大的市场环境，研究
大量的数据，从而推动创新; 通过分析所有可用数
据来打造更好的欺诈 /风险模型，即时进行风险控
制，用流数据交易分析来实时监测欺诈; 利用仪表
化资产，监控资产并通过实时数据反馈来预测和
预防维修问题，并且开发新产品和新服务。

五、财税智能机器人
财税服务场景中，有大量的重复工作，比如票

据稽核、报销场景的审计等。财税智能机器人建
立在大数据平台基础上，基于行业专家的最佳实
践，积累样板，采用机器学习的方法提炼语义分析
模型核心价值，借助大数据平台分布式的高效计
算，通过“关键词提取、语义距离分析、主题提取 /

预测—机器学习分类算法—识别算法模型—财
税、金融、场景化应用”提供实时高效的服务。财
税智能机器人，结合财税日常业务流水数据( 财务
明细、票据明细、合同明细等) ，补充外部信息 ( 电
商网站、国标网站上公布的行业标准等) 形成巨大
的语料 /样本库、利用大数据高效计算提炼专家模
型，实现自动票据识别、语义理解、自动记账、一键
报税等服务，推动业务低成本高速发展。财税智
能机器人有多种类型，目前已经出现了费用稽
核机器人、应收应付机器人、行政事业单位核算
机器人、合同比对机器人。纳税服务机器人处
于研发阶段，反舞弊机器人仍处于下一阶段研
发产品。

费用稽核机器人外挂于财务系统，不改变工
作流程，配置简单，操作简单，智能易用，能够解决
企业费用报销遇到的种种问题。费用稽核机器人
用以解决企业在费用报销存在的诸多难题: 金税
三期之后，发票检查点太多，涉税风险高; 纯人工
审核，效率不高，审核质量不稳定; 费用稽核工作
简单重复枯燥，员工成就感、价值感低; 费用稽核
单据占会计凭证总量 70%以上，审核量大; 审核
点 /规则太多，难以全面把控; 沟通繁琐，占费用会
计大量时间等等。费用稽核机器人通过“报销单
据—影像智能识别形成数据—数据集合与匹配—

审核引擎—审核结果—OA /MIS—财务引擎—会计
凭证—EＲP、财务软件—抽取基础数据( 会计科目 /

物料 /人力 /部门) ”的业务流程，根据审核规则智
能审核，使审核过程可视化，智能提示，避免繁琐
沟通，减少约 50% － 80%工作量，智能高效，能够
显著提升企业费用管控。费用稽核机器人智能可
靠，降低错误率，机器严格执行各项规则，审核步
骤均被记录和监控，能够解决肉眼无法解决的难
题，包括:电子发票重复报销难题; 专用发票、大额
发票批量验证真伪问题; 普通发票纳税人识别号
真伪校验问题。费用稽核机器人审核无死角，避
免涉税风险。通过费用稽核机器人，生成费用大
数据，能够指导业务发展，解放费用会计，有助于
将人力投入转移到高附加价值的工作，实现财务
团队由核算会计向管理会计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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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应付机器人属于非侵入式应用，嵌入在
企业系统中具有高度可扩展性，遵从合规要求，质
量可靠，能够实现全天候的高效低成本运作，有效
释放生产力。应收应付机器人能够实现: 应收应
付自动化、订单处理自动化、协同对账智能化、发
票管理自动化、审单核销自动化、税务处理自动
化、财务核算自动化。与传统工作模式对比，优势
具体表现为: 影像、电子发票、少量纸质单据甚至
全电子化的发票接收，自动索引知识管理，智能数
据采集、自动三单匹配，机器智能审核，异常人工
处理，自动服务门户在线争端解决，能够实时自动
编制及大数据分析，实现业务财税一体化流程。

行政事业单位核算机器人，根据行政事业单
位财务收付实现制的要求，通过“单据扫描识别—

业务场景识别—会计核算方式匹配—通过接口送
入系统—自动生成两大账套”的流程方法，将感知
识别( 识别票据种类) 、认知学习( 识别业务类型) 、
决策分析( 可疑报销，是否继续生成凭证) 有机结
合，生成收付实现制账套。同时，行政事业单位核
算机器人从识别上传影像数据开始，将单据扫描
识别所获得的归类影像数据，匹配合适场景，通过
自动匹配核算规则，应用模板取值规则，将经过会
计核算方式匹配生成的数据转入至原有系统 ( 如
OA /网报 /MIS) ，生成权责发生制账套。行政事业
单位核算机器人解决了会计部门轮岗中遇到的知
识技能衔接问题，实现行政事业单位会计核算工
作的标准化，提升内控水平，实现高效集中核算，
无需传递原始凭证，保证核算时效，高效应对政府
会计准则的实施，解放核算人员，提升会计部门
价值。

合同比对机器人能够有效降低时间成本，节
约人力成本。一份 50 页合同的审核对比需要人工
约 1 小时，而合同比对机器人 2 分钟即可完成; 人
工比对错误率、遗漏率高，而合同比对机器人的差
异识别率 100% ; 合同比对需要的人员人力成本
高，但是创造价值低，而合同比对机器人能够替代
低端劳动，使得原有人员可从事更高附加值的事
务。合同比对机器人广泛适用于: 信托、银行、证
券、电讯、基金等合同量大的企业。

纳税服务机器人的设计目标是实现智能税务
稽核与智能纳税预警。纳税服务机器人设计的核
心功能包括: 影像取证、企业经营大数据、重构账
务、智能稽查。纳税服务机器人能够进行纳税评
估、智能预警，并进行便捷取证，减少纠纷，大幅提
高稽查效率、效果。

六、大数据、人工智能在财税领域的关键技术
问题

1. 票据识别技术
票据识别技术，最初源于大数据图像识别技

术 ImageNet，其特点是利用海量的图片，以标签化
技术标注特征，然后利用个体的差异，收集全视
角，需要海量标本标签化，训练识别模型。

票据识别技术首先是进行模版识别，为实现
版面自动识别，需要获取模版，以及大量的票据，

从种类到数量，尽量地覆盖到具体财税业务中所
需的各种票据，目前已达万余种票据版面，含发
票、银行账单、企业内部单据等，覆盖财税、保险领
域的票据数量。采用深度学习及海量图像匹配技
术，以人工录入，标记票面，建立深度学习模型，对
万余种票据版面进行学习和版面识别。

票据版面识别完成后，需要进行字段碎片
切割，根据业务需求将需要识别的字段切割，切
割后的字段便于精确识别，并能去除周边信息
的干扰。

然后是文字识别，文字识别非常关键，利用基
于深度学习技术的识别引擎，通过深度学习的方
式，对 GB2312 库中的 6763 个汉字进行训练，为每
个汉字自动生成各种字体、各种干扰下样本，并结
合真实生产环节下汉字需要找到 1 万左右字体样
本进行训练。利用双识别引擎交叉验证，使用 2 种
算法引擎识别，自动获取识别错误字段。

文字识别完成后还需要智能修正，根据业务
逻辑进行验证，利用深度学习及数据爬虫技术进
行业务逻辑校验，大数据技术自动积累票据及客
户的相关信息，利用数据爬虫获取外部相关数据，
采用深度学习的方式获取票据的业务逻辑并进行
验证，利用大数据进行智能纠偏，查找错误并自动
修正，准确率可达 90%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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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票据识别流程及技术

深度学习的全文识别技术，采用人工智能的
深度学习算法及全文识别算法结合预设模版，区
分不同版面类别，为快速精准识别票据信息奠定
基础模版。识别率可达 98%，仅 2%的需要人工干
预理票;机器自动定位获取字段位置，自动定位准
确率可达 95%。图像算法技术运用人工智能的深
度学习算法自动进行精确切割，切割准确率高达
100%。OCＲ技术通过 OCＲ 技术和定位信息将图
片信息转化为文本信息，OCＲ 识别率水平可达
70% ～80%。

为防止错漏发生，还需要人工补录，对错误字
段进行修正，并抽检。错误及无法识别的字段用

人工进行补录，对于关键字段按重要性比例进行
抽检，保证发票金额等重要字段 100%准确。在人
工补录、抽检完成后方可以按照要求的格式交付
到应用端口。

2. 语义识别技术
财税服务场景中，有大量的重复工作，比如生

成凭证、记入账户、票据稽核、报销场景的审计等，
在具体业务场景的辨析中，一项耗费是记入固定
资产还是无形资产，是记入存货还是费用? 合同
规定的关键信息，如何有效地反映? 需要运用什
么样的会计政策? 等等都需要应用语义识别进行
辨析。利用大数据技术在财税领域运用语义识
别，是给机器人装上语义理解的引擎，利用语义识
别进行关键词提取，主题提取 /预测，语义距离分
析，可以极大的提高业务效率。采用机器学习的
方法提炼语义分析模型核心价值，需要基于行业
专家的最佳实践，积累样板，借助电商网站、国标
网站上公布的行业标准，作为体系化学习的语料 /
样本; 将种类繁多的信息通过分词技术打散，为语
义分析、情感分析提供样本支持; 基于分布式大数
据平台的高效计算能力，提供实时的服务; 结合财
税日常业务流水、补充外部信息形成巨大的语料 /
样本、利用大数据高效计算提炼专家模型，反过来
推动业务低成本高速发展。

图 2 财税机器人语义理解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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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税机器人语义理解引擎的数据是基于对业
务流水数据和公司内外信息，业务流水大数据是
针对企业财务管理过程中的票据、合同、电子化凭
证以及其他纸质凭证、记录等传统模型的信息进
行影像化，形成业务流水大数据。同时，将财务业
务场景过程中的数据信息接口对接形成大数据
流。企业内外信息是通过爬虫采集技术，收集大
量的电商 /商品明细、零售商品明细、行业标准规
范、互联网舆情 /商情信息以及历史业务样本数
据。并且，利用强大的数据处理技术，对数据进行
清洗、整合，形成高质量的样本数据。结合专家的
经验，对样本进行批量分类。

通过企业对业务流水数据以及收集和采集的
企业内外部信息进行数据分析和统计，进而利用
深度学习算法达到语义理解，数据经过语义理解
后，代入智能应用算法模型，可以应用到基于智能
算法模型的各类场景，如业务场景辨析、合同关
键信息提取、年报数据与政策差异分析等。借
助于大数据平台和深度学习，语义识别可以极
大的提高业务效率，是财税智能化得到进一步
提升。

3. 自动记账
财税智能机器人实现自动记账与自动驾驶原

理相似，自动驾驶首先需要拍摄记录路况，将路况
电子化，使得机器理解路况，将驾驶行为数据化，
通过收集分析数百万车辆的实况行驶情况，最终
使机器学会了驾驶。自动记账的数据基础是原始
票据的各项数据，票据的智能识别奠定了数据基
础;票据识别技术将原始票据的数据准确提取后

还需要进行语义分析，通过模型算法和深度学习
使得机器能够辨析各类业务场景，判断不同业务
场景中，具体发生项目的记账科目; 随后将提取的
具体票据的数据记入不同的会计科目中实现会计
核算行为的数据化; 大量会计的持续操作利用大
数据云平台积累海量的数据，运用机器自主学习，
实现自动记账，同时将结果反馈到语义分析的业
务场景辨析的深度学习过程中，持续改进，不断
优化。

表 2 语义识别模型及应用方向
语义识别
模型类别

语义识别
依据基础

语义识别
应用方向

语义识别
应用举例

业务分类
语义识别
模型

商品明细分类
库、企业行业知
识模型、商品明
细与行业语义
距离分析

业务场景
的辨析

判断不同业务场
景中，具体发生项
目的记账科目: 固
定资产 or 无形资
产、存货 or费用

合同语义
识别模型

商业活动场景
关键词库、关键
词语义距离分
析库

合同关键
信息提取

自动准确提取合
同文本中的标的、
交付、开票、收款、
验收、违约责任、
有 效 期 等 关 键
信息

会计政策
语义模型

会计政策识别
词库、不同政策
的 会 计 处 理
方式

年报数据
与政策差
异分析

准确理解公司年
报信息，并自动分
析会计政策差异
对报表数据的影
响范围

实现自动记账需要多种数据来源，目前智能
财税行业已经开发出互联网云平台加免费使用，
众包模式，可以采用免费的票据识别，获取大量企
业的记账数据。大规模机器学习、人工智能的建
模平台已经应用 Spark、Graphlab、Parameter Server
以及 GPU 异构计算 ( Caffe、torch、tensorflow) 等的
多种技术，包含用于图像的卷积神经网络，用于视
频 /文本的循环神经网络，基于大数据关联分析的

图 3 自动记账与技术应用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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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反欺诈技术，基于深度学习等财务预测系统
参考值与实际值比对的异常检测建模与技术等。
建模云平台数字化所有的信息并进行集成，同时
将业务票据凭证和企业 EＲP、OA、财务软件、MIS、
CＲM等系统对接，识别出常规会计事项，预配置或
机器学习。其中，会计事项识别包括差旅费报销，
医药费报销，采购固定资产，采购原材料，在建工
程，租赁办公场所，确认产成品成本等在内的各种
会计事项，根据会计事项，结合信息配置科目，预
配置或机器学习。识别会计事项后，需要基于深
度学习，用数据标记对应场景，生成业务场景数
据，根据单据和其他信息形成会计凭证( 分录) 的
数据来源，与业务场景对应的记账对应的规则进
行会计凭证配置与记账。在整个过程中不断反
馈，深度学习不断优化，最终实现单据数据自动采
集、机器学习自动记账。并为智能机器对账分录、

自动报税等奠定基础。
4. 一键报税
传统报税模式操作复杂，重复劳动，工作量巨

大。财税机器人的设计目标是希望能够改变报税
繁琐的工作，极大的提升效率，节约人力成本的投
入。目前，云模式下，已经出现了一键报税机器
人，重复工作被机器人替代，能够提高效率，减少
出错几率。在云模式下的新模式一键报税，同时
连接了国税系统与地税系统，能够实现“登录—选
择报税项目—报表校验—提交报税报表—完成报
税”的过程。一键报税机器人，将报税的整个流程
赋予机器人执行，机器人自己判断，智能筹划，实
现报税过程。

应用报税机器人实现一键报税，并非一蹴而
就。首先要熟悉税收法律法规和税收实践规则。

每个省份和地区的税收规则在一些操作细节上会
各有不同，并且税收中涉及大量的纳税调整事项
和不同的税收确认基础，税收法规也会随时间而
有不同的规定。因为以上情况的存在，在智能机
器人报税实务中，很容易出现错报的情况。所以，
报税计算模型不仅要参考企业以往的报税规则，

更要考虑法规的变化和影响计税的新出现纳税事
项等因素。在云模式下，需要不断调整税收计算

模型，及时处理变更事项，更新平台系统。

七、智能财税服务的宏观影响
云模式下的财税智能机器人不知疲倦，能够

长时间工作，稳定性强，差错率基本为零，能够忠
实执行业务，避免了传统师徒制下的不确定性和
不稳定性，能够实现业务一次定义，永久生效 ( 量
化、有规则、重复性的工作) 。并且，该智能财税服
务对财税业务通过配置即可调整，且是全链条调
整，避免了传递过程的人为失误。智能财税服务，
使用方法简单明了，易于业务人员掌握、快速上
手，这将极大的提升效率，减少错漏。智能财税服
务在提供各种便利和增效的同时，也意味着传统
财税工作模式即将被替代，未来将有大量的财税
工作人员可能会失去原有的工作岗位，为政府治
理与社会治理带来新的挑战。

财税智能机器人、大数据云平台已经可以完
成收票 /理票、记账、做报表、审核报销、资金记录
等规则明确的重复性工作。短期之内，初级职称、

无职称人员将受到冲击，简单、重复具有明确稳定
的量化规则工作将逐步被人工智能取代。该类人
员数量占比大，将会有大量的相关人员失业，同时
在智能财税服务基础上，社会将产生的新的职务
需求，面临结构化调整的问题。由于大量低端财
会失业人员会对社会稳定的潜在不利影响，政府
治理也将面临扶助与引导这些失业人员的再培
训、再就业的问题。这就需要政府、社会、企业多
方统筹协调，帮助财务人员转型从事分析优化流
程、寻找关联关系、制定标准、从事管理会计、支持
管理决策等高附加值的职务。

智能财税的发展极大地提升了效率，降低了
成本，同时也存在着数据资源［14］、前沿技术、资金
等多方面的制约，这就需要根据智能财税的发展
特点，制定具有一定前瞻性的政策，完善相关法律
制度，加强各地区、部门、层级、系统的协调，推动
业务、数据、技术的融合，打通数据、信息孤岛障
碍，推进数据平台对接。同时引导产业、政府和市
场多渠道资金投入，鼓励本土智能财税服务商的
发展，加强前沿技术的研发，有力地推动财税服务
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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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传统的财税工作模式呈现出重复、繁杂、低

效等特点，财税工作重要但成本高，耗费大量的
时间与人力。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的智能财
税服务，实现了票据自动识别、语义解析、自动
记账、机器审核、自动对账甚至一键报税等财税
新模式。其根据具体规则，一次定义，持续、高
效地运作，操作简单，极大地提升财税工作的效
率，降低人为失误。但是智能财税服务并不能
在所有方面取代人的工作，财税工作的高端领
域依然是人工智能所不能替代的。智能财税的
最终目标是服务于人，将人类从低端、繁琐、机
械的财税工作中解放出来，转而从事更有价值
的工作和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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