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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会计核算理论体系创新与核算云端化流程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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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反映网络共享经济驱动海量产业经济业务与数据经济业务同步一体化的发展趋势，采用历史文献法梳

理会计核算流程的演变规律，采用演绎与归纳法构建大数据会计核算理论体系，采用嫁接法重构大数据会计核算

云端化流程。研究发现：与经济业务不同步的会计业务手工化与电算化核算流程正向与经济业务同步的会计业务

云端化核算流程转变；体验需求成为大数据会计核算理论体系的假设前提，人本经济发展观成为大数据会计核算

理论体系的价值观，具体社会人成为大数据会计核算理论体系的人性假设；要选择多云理念，结合 Agent、区块

链、XML 等技术，才能重构具有智能化特性的大数据会计核算云端化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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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工业革命”爆发以来，“互联网+”的“去

媒介化”和“去中心化”促使现代企业发生了“扁平

化”“碎片化”的组织形态创新革命。“金字塔式”科

层制企业逐渐演变为网络平台化企业，进而颠覆了传

统企业的管理模式。“互联网+”驱动数据经济形成，

用户导向型企业定制化供给与买方市场体验需求共同

驱动产业经济形成。而买方市场+互联网+用户导向型

企业驱动产业经济业务与数据经济业务同步一体化发

展，客观上要求以大数据技术重构智能化会计核算流

程，以此满足会计信息用户对会计信息的个性化需求。

对此，本文通过梳理会计核算流程演变，寻求其演变

规律，为重构大数据会计核算云端化流程提供方向。 

 

一、文献综述 

 

在财产权社会与产权社会里，产权会计在古代、

近代乃至现代发挥了越来越强的基础性控制作用，维

持了产权社会由低级向高级阶段发展的社会秩序[1]。

在商品经济发展初期的意大利威尼斯，在民间借贷行

为的基础上产生了“借主贷主说”。后来，在此学说基

础上，将财产物资统一在人名账户上，形成了人的“拟

人说”[2]。其中，“人的一科目说”“人的二科目说”“直

接说”“间接说”“法权说”等学说均丰富与发展了人

的“拟人说”。中国古代的会计可追溯到《周礼》中的

“会计”[2]。周代官厅会计不仅采用了类似凭证、账

簿和“三柱结算法”等专门核算方法，而且有了叙事

式会计报告[3]。战国前中期，以“入、出”为记账符

号，以上入下出为基本特征的单式入、出记账法的形

成，以“入−出=余”为基本公式的“三柱结算法”的

普及运用[2]，以及战国中后期以“恒籍”“草籍”“苑

籍”分类核算，奠定了中式会计核算方法的基础[4]。

秦汉时期，以“收、付”为记账符号，以上收下付为

基本特征的单式收付记账法形成，并对一部分收支以

钱币作为会计核算的计量单位，这是中式会计获得初

步发展的重要标志[3]。唐宋时期出现了“四柱结算  

法”和“四柱清册”，标志着中国单式簿记的发展和成

熟[2]。明清时期，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萌芽，在

民间商界产生了中国特有的复式账法：“龙门账”“四

脚账”[4]。上述意大利与中国的会计核算方式分别体

现了“财产权社会”的“财产权经济思想”。资本主

义经济关系的萌芽与生长，促使簿记或会计核算由对

实物产权的核算，转向实物产权与货币产权并重，进

而转向以货币产权核算为主的财产权会计核算，其核

算方式体现人类价值归于物类价值的结构化数据   

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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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意大利经济的衰落，复式簿记的发展中心由

意大利北部城邦“漂移”到欧洲后起的资本主义国   

家[5]。“资本雇佣劳动观”引用“正财产”和“负资产”

来解释借贷记账原理的《簿记新论》，最终使人的“拟

人说”发展到“物的理论”阶段。从“静态会计说”

——“一账系说”“二账系说”“贷借对照表说”“三账

系说”发展到“动态会计学说” ——“资本循环说”

和“资产负债表学说”，是对“物的理论”的丰富与发

展，形成了以业主产权、企业主体产权保障为核心的

近代会计核算理论与方法体系[6]。随着资本主义在世

界范围内的扩张，以及“工厂制度”或“公司制度”

的建立，以企业理论为基础的工业会计核算理论、制

度、方法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推动了近、现代产权

会计的确立[7]。人类科学技术的进步推动了会计本  

质及核算方式的演变：“会计艺术论”[8]“会计方法  

论”[9]“会计工具论”[10]出现了。近代，中式会计发

生了改良：“现金收付复式记账法”[11]产生，而且引

进了西式会计方法——“借贷复式簿记”[12]。中华民

国时期，大型工商企业一般采用借贷复式簿记[13]，中

小型工商企业一般采用中式收付簿记[14]。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会计学的发展主要围绕会计属性与职能

问题进行争鸣，先后出现了传承本土会计管理思想的

“会计管理活动论”[15]、来自国外的“会计信息系统

论”[16]以及“会计控制系统论”[17]。为了解决“会计

信息系统论”的反映职能与“会计管理活动论”的监

督与控制职能之间的分歧，“二论合并”[18]出现了。

上述会计核算理论体现了“产权社会”的“产权经济

思想”：随着资本主义的盛行，以产权为本的产权会

计被动控制观念得以稳固，通过建立体现委托代理的

产权会计法律制度、以公司为基础的组织制度，形成

了产权会计理论及其方法技术体系，确立了以主权货

币量化产权价值的产权会计核算，其核算方式以人物

化的结构化数据核算为主，以非结构化定性描述为辅，

而现代中国的会计核算模式基本上沿袭了西方的会计

核算模式。 

“第三次工业革命”爆发以来，以产权为本的物

本经济转变为以人权为本的人本经济[19]。互联网技术

与计算机技术在会计领域的应用，促使了会计控制  

论[20]、会计系统论[21]、会计信息论[22]的兴起与相互之

间的竞争。会计信息系统论在西方会计学派中逐渐占

据了主导地位[23]。会计“电算化”替代了会计“手工

化”[24]，人的价值在会计核算中受到了重视。“互联

网+”思维及相关技术的应用与发展，一方面促进了

网络共享经济的发展[25]，另一方面推进了“智能化”

会计取代“电算化”会计的进程。随着社群、平台、

跨界等网络配置交易模式的产生[25]，产业经济和数字

经济的融合发展促进了经济业务与会计业务同步一体

化的会计流程重构[26]。随着云会计的兴起，以产权为

本的手工化、电算化会计核算模式正向以人权为本的

智能化会计核算模式转变[27]。会计信息个性化的需 

求 [28]必将催生出以人权为本的大数据会计核算模  

式[20]。总而言之，东西方会计核算的主导思想由产权

为本演变为人权为本。截至目前，国内外学者对网络

共享经济的规律认识不足，尚未构建出人权为本思想

下的大数据会计核算理论体系。 

 

二、大数据会计核算理论体系构建 

 

在“互联网+”时代，大数据技术打破了企业的

“信息孤岛”局面，改变了信息的非对称性。在信息

对称的人本经济阶段，买方市场体验需求替代了信息

非对称的人本经济阶段买方市场马斯洛层次需求。因

此，体验需求成为构建大数据会计核算理论体系的前

提条件，需借鉴人权为本思想下的人本资本会计理论，

构建大数据会计核算理论体系。 

(一) 大数据会计的本质 

在大数据时代①，“互联网+”用户导向型企业借

助“互联网+”的重塑结构功能，使得用户导向型企

业与网络买方市场、网络社群和网络生态系统融为一

体，在网络资源多属性、多用途的基础上使经济契约、

社会性契约与环境性契约交织为超契约。依据企业本

质决定企业会计本质的逻辑[20]，可以推论出用户导向

型企业超契约本质决定了用户导向型企业大数据会 

计②超信息系统论本质[20]。相对于生产导向型企业的

会计信息系统论本质而言，“超”的内涵与外延体现在

如下两个方面：在信息价值观方面，在完全低层次需

求假设下，生产导向型企业的会计信息价值观为物本

经济发展观；而在体验需求假设下，用户导向型企业

的大数据会计信息价值观为人本经济发展观。在信息

的量与质方面，在完全低层次需求假设下，生产导向

型企业的会计信息为主权货币量化产权价值特征的有

限结构化数据；而在体验需求假设下，用户导向型企

业的大数据会计信息为数据货币量化人权价值特征的

海量结构化+非结构化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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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大数据会计核算的基本假设 

在大数据时代，“互联网+”的“去中心化”促使

用户导向型企业发生碎片化。在碎片化过程中，实现

用户导向型企业的“去中心化”。用户导向型企业的“去

中心化”决定了用户导向型企业大数据会计核算“去

主体化”，在此基础上笔者提出用户导向型企业大数据

会计核算的“去主体化”假设。会计核算持续经营假

设表明，它们的存在状态取决于经济主体所缔结契约

条件的永久性与契约内容的合法性。用户导向企业超

契约决定了其持续经营内容具有经济、社会、环境等

多元属性，进而在此基础上笔者提出用户导向型企业

大数据会计核算的持续多元化经营假设。在大数据时

代，以“去中心化”用户导向型企业的定制化满足快

速响应买方市场用户体验化的需求，这种实时企业持

续经营状态决定了用户导向型企业会计实时核算，在

此基础上笔者提出了用户导向型企业大数据会计核算

的实时性会计分期假设。因信息非对称所产生的信用

货币应该被因信息对称所产生的数据货币替代，信息

对称的买方市场体验需求驱动网络共享价值确认计量

采用数据货币。因此，笔者提出用户导向型企业大数

据会计核算应该的数据货币计量假设。 

(三) 大数据会计的目标 

在大数据时代，用户导向型企业的目标为实现企

业的全社会人本价值最大化，用户导向型企业目标决

定了用户导向型企业大数据会计主体为用户导向型企

业利益相关者提供有用的大数据会计信息。因此，大

数据会计目标可采用决策有用论的观点。但它与生产

导向型企业会计的目标——决策有用观的区别在于：

前者信奉人本经济发展观，为用户导向型企业的决策

者提供海量的结构化+非结构化数据信息，后者信奉

物本经济发展观，为生产导向型企业的决策者提供有

限的结构化数据信息。 

(四) 大数据会计的职能 

在大数据时代，大数据会计的职能为主动反映与

控制，它是无边界的用户导向型企业的大数据会计职

能对有边界的生产导向型企业的会计职能和顾客导向

型企业的会计职能的超越。首先，是会计反映与控制

职能对象的全面超越：大数据会计职能对象既不是信

息非对称的物本经济阶段生产导向型企业产权价值运

动结构化数据信息，又不是信息非对称的人本经济阶

段顾客导向型企业人权价值运动结构化数据信息与非

结构化数据信息，而是信息对称的人本经济阶段用户

导向型企业人权价值运动海量结构化+非结构化数据

信息；其次，是会计职能方式的全面超越：以资本与

劳动和谐方式履行用户导向型企业超契约替代以资本

雇佣劳动方式履行生产导向型企业非完全契约，用户

导向型企业的超契约赋予了大数据人造会计系统主动

的反映与控制职能，它是对生产导向型企业会计被动

的反映与控制职能的超越。最后，是会计职能手段的

全面超越：大数据会计核算智能化对会计核算电算化

或手工化的超越。 

(五) 大数据会计核算的组织程序与方法 

为了满足会计信息用户对会计信息的个性化需

求，在大数据技术基础上重构用户导向型企业会计核

算的组织程序与方法，成为大数据时代打造用户导向

型企业大数据人造会计系统的唯一选择。首先，利用

互联网、物联网结合大数据技术自动获取用户导向型

企业人权价值的海量结构化+非结构化数据，并将其

自动输入大数据人造会计系统，可以实现经济业务与

会计业务的同步确认计量。其次，将云计算的存储、

计算与分类技术与互联网相结合，可以完成大数据会

计核算的智能化处理与输出。这种“既见物又见人”

的大数据会计核算组织程序不仅很好地解释了用户导

向型企业中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和谐关系，而且传递出

以数据货币量化人权价值的人本经济运动规律。在买

方市场体验需求的层次差异性及其体验过程中，人对

匹配环境的敏感性要求大数据会计采用系统论整体法

来确认计量人和匹配环境的整体性价值，以便于向用

户导向型企业决策者提供更客观大数据会计信息，采

用该方法，可以智能化地汇集、处理用户导向型企业

的资本存量与流量之间的勾稽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

数据货币量化的海量结构化+非结构化人权价值数

据，并以定制化的编报方法，满足会计信息用户对海

量会计信息的个性化需求。 

(六) 大数据会计的要素与会计等式 

在大数据时代，“互联网+”的“去媒介化”驱动

用户导向型企业扁平化。在以所有权与经营权合一的

专业化劳动分工合作完成用户导向型企业扁平化的同

时，用户导向型企业转变为用户、员工与管理者三类

人。对称信息决定了用户导向型企业制度的完备性，

完备的企业制度不能改变用户导向型企业的资源配置

状况。因此，用户导向型企业的制度不能成为衡量用

户导向型企业人权价值运动状况的会计要素。在追求

智能化的大数据时代，人类社会的劳动演变为智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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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与智慧化劳动。基于专业化劳动分工的用户导向

型企业的大数据会计的要素为人力会计要素、物力会

计要素与数据会计要素。因此，基于专业化劳动分工

的用户导向型企业的大数据会计等式为：人力资产+

物力资产+数据资产=人力权益+物力权益+数据权益，

它反映出以人类价值为本的用户导向型企业“专业化

劳动价值归属”“专业化劳动价值存在”与“专业化劳

动价值本源”。买方市场体验需求由买方市场的低层次

需求与高层次需求的融合构成。用户导向型企业的大

数据会计等式展示买方市场体验需求的人权价值运动

状态，以结构化+非结构化的数据库形式表达出用户

导向型企业会计等式的勾稽关系，从而满足用户导向

型企业大数据会计核算流程重构的需要。 

 

三、大数据会计核算云端化流程重构 

 

根据前文论述的“去主体化”大数据会计主体假

设，在大数据时代，要求多个会计主体之间的私有产

权明晰。相对单个会计主体的私有产权而言，借助互

联网平台的超强整合能力，可以将无数个会计主体整

合为具有公有产权的总会计主体。无论是单个会计主

体，还是总会计主体，它们的中心任务就是将不被经

济主体“俘获”体验需求的人权价值信息自动输入到

智能化人造大数据会计系统。智能化人造大数据会计

系统要求大数据会计核算云端化具有高度的智能化特

性。然而，不同来源、不同平台的数据转换、信息整

合和数据访问使大数据会计核算的工作效率低下，而

且数字化业务的处理方式和大数据会计核算的过程也

会造成信息超载。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根据前文所论

述的大数据会计理论体系，选择多云理念，并结合智

能  Agent、区块链、XML、可扩展商务报告语言 

XBRL、Web Services 等，重构大数据会计核算云端化

流程。 

(一) 多云理念 

多云理念是指用户导向型企业基于自身业务和应

用负载的特性与需求，为自己选择更适用、更灵活的

云平台和云战略。多云是指公有云、私有云以及混合

云。公有云是指由第三方在客户的专用网络之外提供

和管理的虚拟化计算、网络和存储资源。私有云是指

支持编排和自动化，并在客户的专有网络中部署的虚

拟化计算、网络和存储资源。混合云是指平时以私有

云为主，并不依赖公有云，但在需要更大弹性、满足

突发需求时，可以无缝切换到公有云的虚拟化计算、

网络和存储资源。 

在大数据时代，要准确、快速地“把脉”用户群

在买方市场中的体验需求，这在客观上要求用户导向

型企业大数据会计主体对海量的体验需求人权价值综

合业务或事项做出大数据会计智能化核算，以便用户

导向型企业对以用户为导向的经营战略做出及时、准

确的“把握”。大数据会计智能化核算的技术变革，要

求一系列的会计理论体系创新。就会计核算的四大基

本假设而言，在“互联网+”时代，根据用户导向型

企业的“去中心化”组织变革现状，笔者提出了大数

据会计核算的去会计主体化假设；根据用户导向型企

业借助网络平台实现“跨界”经营现状，笔者提出了

大数据会计核算的持续多元化经营假设；根据用户导

向型企业会计核算智能化发展现状，笔者提出了大数

据会计核算的实时性会计分期假设；根据用户导向型

企业满足买方市场体验需求的人权价值采用数据货币

确认计量现状，笔者提出了大数据会计核算的数据货

币假设。就大数据会计主体假设而言，“私有云”+单

个大数据会计主体构成了“云大数据会计主体”，它的

智能化核算是指通过编排和自动化，并在单个大数据

会计主体的专有网络中部署的虚拟化计算、网络和存

储资源，可以利用私有云的技术对用户导向型企业某

个碎片化经济主体的人权价值运动通过其单个大数据

会计主体主动反映与控制，进而形成结构化+非结构

化单个大数据会计数据，以此获取有用的大数据会计

信息。当然，“众私有云”+多个大数据会计主体也可

以构成“众云大数据会计主体”。相对单个大数据会计

主体的私有产权而言，依附去中心化的用户导向型企

业的总经济主体所形成的总大数据会计主体具有公有

产权属性。当然，这里的总大数据会计主体不等于多

个单个大数据会计主体的简单相加，它仅对多个大数

据会计主体所提供的大数据会计数据进行主动的整合

与分析，体现了大数据会计主体的主动的反映与控制

职能。因此，“公有云”+总大数据会计主体也就构成

了“总云大数据会计主体”，它的智能化核算是指总云

大数据会计主体在单个云大数据会计主体的专用网络

之外，可以提供和管理的虚拟化计算、网络和存储资

源，可以通过公有云技术对扁平化用户导向型企业众

云大数据会计主体提供大数据会计核算标准与方法

等，再通过众云大数据会计主体会计职能履行，进而

下形成结构化+非结构化多个大数据会计数据。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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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选择公有云，还是选择私有云？截至目前，可以根

据云实施模式的判断标准来确定，即根据特定的工作

负载及其所涉及的数据量、集成、安全和性能等四个

技术特性维度进行评分，然后将其各个维度的得分相

加，得出其技术特性的总分。可以针对不同的工作负

载来比较其技术特性得分情况：其技术特性得分越高，

则选择私有云的可行性越大；其技术特性得分越低，

则选择公有云的可行性越大；技术特性得分介于上述

两者之间，则最佳选择为混合云。如果“互联网+”

用户导向型企业决策所需的大数据会计信息仅仅依靠

众云大数据会计主体和总云大数据会计主体供给，那

么“互联网+”用户导向型企业的大数据会计核算便

呈现为分割化，大数据会计信息呈现为“碎片化”，无

法实现用户导向型企业大数据会计核算的整体智能化

和全面云端化。根据选择云实施模式的判断标准，选

择混合云是实现用户导向型企业大数据会计核算云端

化的充分条件，即由“总云大数据会计主体”的大数

据会计智能化核算+“混合云”+“众云大数据会计主

体”的大数据会计智能化核算，可以构成用户导向型

企业大数据会计核算云端化。根据用户导向型企业大

数据会计核算云端化的需求，选择智能 Agent 技术、

区块链技术、XML、可扩展商务报告语言 XBRL、

Web Services 等技术，构建持续的大数据会计核算系

统模型，阐述重构用户导向型企业大数据会计核算云

端化流程的充要条件。 

(二) 充分条件 

根据云理念，结合大数据会计理论体系，设计如

图 1 所示的大数据会计核算云端化流程充分条件结构

图，阐述重构用户导向型企业大数据会计核算云端化

流程的充分条件。 

根据大数据会计核算云端化流程的充分条件结构

图，按照流程逻辑分别诠释图中的新名词。 

1. 综合业务关系 

在大数据时代，体验需求成为人类社会的主流需

求，人权价值在人类社会的经济结构中处于主导地位，

用户导向型企业需满足用户的体验消费，大数据会计

确认计量不再是完全低层次需求的产权价值主权货币

量化的经济业务，而成为体验需求人权价值数据货币

量化的综合业务。用户社群③追求体验需求的个性化消

费，这就决定了用户导向型企业与用户群之间所发生

的人权价值综合业务与它所依存的环境之间的关系密

切，从而对其人权价值综合业务的综合价值影响巨大。

显然，进而在区块链的区块模式确认用户导向型企业

综合经济业务，同时在区块链的交易模块对区块综合

经济业务采用大数据会计标准与方法确认计量，形成

了大数据会计的综合会计业务。为此，可以采用大数

据技术以智能化批处理方式获取人权价值综合业务关

系，此处的批处理包括批处理工作负载中嵌入的正交

任务，包括买方市场用户参与用户导向型企业的研发、

生产、物流运输、销售、售后维护等业务，将用户导 

 

 

图 1  大数据会计核算云端化流程的充分条件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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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型企业物理世界的生产、销售实践与数字化界面上

的决策和指令串联在一起，最终实现将大数据会计人

权价值综合业务关系转变为大数据会计工作负载④，确

立大数据会计核算智能化之关键起点。 

2. 众云大数据会计核算云端网络平台 

通过“互联网+”的“去中心化”，形成“去中心

化”的用户导向型企业，再通过“私有云+”“去中心

化”的用户导向型企业，形成“众云大数据会计主体”。

独立核算的云大数据会计主体要求独立运营的大数据

会计核算云端化，因此，“众云大数据会计主体”可以

通过互联网平台汇集成众云大数据会计核算云端网络

平台。该平台采用联合核算模式，支持众云大数据会

计主体内不同大数据会计数据生成机构对大数据会计

数据进行合理的控制与协调，联合诸多会计机构将大

数据会计核算结果有序、持续地反馈给大数据会计数

据库。该平台优化了会计硬件和会计开源软件，支持

大数据会计数据的快速分析,并可以在软件和硬件两

个层面实现大数据会计数据的共享安全；同时，设计

了可扩展的存储大数据的会计数据库，还设计了众云

大数据会计主体以最低成本共享大数据会计的解决 

方案。 

3. 用户导向型企业大数据会计云计算中心 

它是指为了满足用户对用户导向型企业的大数据

会计信息商品个性化需求，利用“互联网+”的现代

信息技术，建成集约化、智能化的新一代信息基础设

施，可以支撑总云大数据会计主体、众云大数据会计

主体和混合云的建设。它依托于用户导向型企业的大

数据会计云计算中心，开展大数据会计大数据的整合、

分析、挖掘和开放，可以激发大数据会计新的业务   

模式。 

4. 总云大数据会计核算网络平台 

它是依附于“互联网+”+私有云+“去中心化”

用户导向型企业而形成的“众云大数据会计主体”，可

以在用户导向型企业大数据会计云计算中心的支持

下，通过总云大数据会计核算网络平台体现“总云大

数据会计主体”，并通过该平台向“众云大数据会计主

体的大数据会计社群传输它们所需要的大数据会计核

算能力等，实现用户导向型企业大数据会计核算云端

化。总云大数据会计核算网络平台的功能如下：首先，

该平台将设置不同安全等级的大数据会计工作负载数

据，将其存储在不同级别的云中，并授予拥有不同权

限的人员以相应的查看、修改、更新、分析大数据会

计工作负载数据的权利；其次，设置对大数据会计工

作负载结构化与非结构化数据库、大数据会计确认、

计量、记录与报告的规则库及其相应的结构化与非结

构化数据库；再次，设置对云大数据会计结构化+非

结构化数据库的“大数据会计频道”⑤报告规则库，以

及查看、修改、更新、抽取会计信息的多维权限级别

库；最后，“大数据会计族群”利用混合云获取“众云

大数据会计主体”的大数据会计工作负载中的结构性

+非结构性数据，在公有云中进行大数据会计的联合

智能化核算，通过总云大数据会计核算平台向用户群

输出他们所需要的个性化大数据会计数据信息。 

5. 大数据会计数据仓库 

大数据会计数据仓库是指存放来自“众云大数据

会计主体”独立来源集成结构化+非结构化数据的中

央资料库，可以用于支持大数据会计报告和大数据会

计数据的分析工作。大数据会计数据仓库是大数据会

计智能化核算的核心组成部分。大数据会计数据仓库

包括与大数据会计应用数据存储、大数据会计处理数

据、大数据会计分析数据等海量数据相关的离散工作

负载。大数据仓库和大数据的嵌入式部分包含在相关

的单个大数据会计工作负载中。 

6. 大数据会计数据库群 

根据每个云大数据会计主体所涉及的人权价值综

合业务关系，可以通过众云大数据会计核算云端网络

平台的大数据技术，自动地将人权价值综合业务关系

转化为大数据会计工作负载，通过总云大数据会计核

算网络平台将大数据会计核算能力等借助“混合云”

桥梁由总云大数据会计主体自动匹配传递“众云大数

据会计主体”，再由大数据会计社群落实大数据会计核

算能力等云端化，通过云大数据会计主体所赋予的大

数据会计功能，可以完成大数据会计工作负载结构化

+非结构化数据的归集与其匹配的大数据会计数据

库。众云大数据会计主体借助上述大数据会计云端化

核算功能，可以自然而然地将众云大数据会计主体的

大数据会计数据库聚合成大数据会计数据库群。 

7. 大数据会计社群与大数据会计族群 

社群是指具有相同的偏好、情感归属、价值认同、

自组织的不同区域社会网络关系的聚合体。大数据会

计社群是由社群概念演化而来的，其成员是具有相同

的会计专业背景，遵循相同的会计职业道德与规则，

在不同区域内属于某云大数据会计主体的会计职业会

计工作人员。大数据会计族群是指对应于众云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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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主体的大数据会计社群聚合体。由于总云大数据

会计主体是“互联网+”用户导向型企业下虚拟的云

大数据会计主体，它的大数据会计社群便被众云大数

据会计主体的大数据会计社群共同聚合体——大数据

会计族群所替代，由它们联合履行总云大数据会计主

体所通过云端化赋予众云大数据会计的职能——主动

反映与主动控制。 

(三) 必要条件 

下面根据上述大数据会计核算云端化流程重构的

充要条件，结合智能 Agent 技术、区块链技术、XML、

可扩展商务报告语言 XBRL、Web Services 等技术，

探索大数据会计核算云端化流程重构的必要条件。 

1. 基于反应式体系结构 Agent+区块链的持续大

数据会计智能化核算系统模型 

在众云大数据会计主体内，反应式体系结构

Agent 满足了用户导向型企业人权价值综合业务的感

知性特征要求。同时，通过确认计量人权价值综合业

务的区块与确认计量大数据会计业务的交易的去中心

化的区块链点对点技术，满足了人权价值综合业务与

大数据会计业务的同步性特征要求。因此，基于自主

性、交互性、反应性和主动性特征的反应式体系结构

Agent，可以将区块链的区块与各个交易任务交由不同

的反应式体系结构 Agent 自动执行，通过协调和管理

这些反应式体系结构 Agent，实现众云大数据会计主

体的持续大数据会计智能化核算。服务器解释大数据

会计核算人员所发出大数据会计核算指令，并通过解

释的指令调用移动反应式体系结构 Agent 完成区块链

区块模块和交易模块完成各自各个任务，大量的反应

式体系结构 Agent+区块链集合成为众云会计主体大

数据会计核算智能体系统。反应式体系结构 Agent 技

术+区块链技术的持续大数据会计智能化核算系统模

型成为大数据会计核算云端化流程重构的必要条件  

之一。 

2. 基于 XBRL 和 Web Services 的持续大数据

会计智能化核算系统模型 

混合云既是总云大数据会计主体与众云大数据会

计主体之间的“桥梁”，又是实现用户导向型企业大数

据会计核算云端化的充分条件的基础。它将总云大数

据会计核算系统的功能任务和核算能力“护送”到众

云大数据会计核算云端。若要完成用户导向型企业大

数据会计核算云端化的任务，XBRL 和 Web Services

的持续大数据会计智能化核算系统模型是大数据会计

云端化核算流程重构的必要条件之一。其系统模型的

技术及其规范诠释如下：①XBRL 技术规范。以 XML

为基础的可扩展商业报告语言 XBRL(Extensible 

Business Reporting Language)通过提供统一的大数据

会计数据信息定义与交换标准，以解决众云大数据会

计主体的不同来源、区块链异构交易系统中数据转换

和众云大数据会计信息的整合问题。XBRL 为众云大

数据会计报告在不同应用软件之间的传递提供了一种

标准方法，在满足总云大数据会计数据需求方面起着

很大的作用。XBRL 通过给众云大数据会计数据加标

签，使众云大数据会计数据能够直接被总云大数据会

计核算数据库接受，进入下一步的分析。而且，XBRL

还能够移驻到总云大数会计数据库，被大数据会计核

算人员或其他自动化工具即时评价。②Web Service。

Web Service 通过提供一种与平台和语言无关的通用

机制，解除了不同平台之间的互访和连接障碍。在分

布式计算用户导向型企业中，众云大数据会计主体、

众云操作系统和编程语言之间的访问、编程和集成存

在着巨大的困难，而使用 Web Service⑤无须借助附加

的、专门的第三方软件或硬件，就可以相互交换众云

大数据会计核算数据库数据或集成。③面向服务的体

系结构 SOA⑥(Service-oriented Architecture)。它是一种

集成 Web Service 技术，体现了一种“软件即服务”

的新思想，可通过发布或发现的众云大数据会计主体

的各个大数据会计社群接口向终端总云大数据会计主

体的大数据会计族群提供大数据会计服务。 

3. 基于 Web Service 的持续大数据会计核算系统

模型 

在总云大数据会计主体内，基于 Web Service 的

持续大数据会计核算系统原理，在 SOA 框架下，众云

大数据会计核算端可以将众云大数据会计核算功能打

包成 Web Service 集合，即作为众云大数据会计服务

提供者，在众云大数据会计注册中心注册并发布这些

服务。而总云大数据会计核算端可以在众云大数据会

计注册中心搜索并发现相应的大数据会计核算系统服

务，然后向众云大数据会计核算系统端请求使用众云

大数据会计核算系统服务。二者之间通过混合云进行

切换与交互，最终完成总云大数据会计核算系统任务。

总云大数据会计核算端也可以作为大数据会计服务提

供者，而众大数据会计核算端作为服务请求者。此外，

也可以设计 Web Service 与其他非 Web 服务，如与审

慎式体系结构 Agent 进行交互。根据这种原理，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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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Web Service 的持续大数据会计核算系统模型产

生了，它也是大数据会计云端化核算流程重构必要条

件之一。 

 

四、结论 

 

本文探析了大数据时代大数据会计核算理论体系

的构建与大数据会计核算云端化流程的重构。研究发

现：(1)信息对称的买方市场体验需求替代了信息非对

称的买方市场斯洛层次需求和卖方市场的基本需求，

体验需求成为大数据会计核算理论体系的假设前提。

(2)人本经济发展观替代了物本经济发展观，人本经济

发展观成为大数据会计核算理论体系的价值观。(3)具

体社会人替代了理性经济人，具体社会人成为大数据

会计核算理论体系的人性假设。(4)基于智能化与智慧

化专业化劳动分工，可以将用户导向型企业大数据会

计要素分为人力会计要素、物力会计要素与数据会计

要素，体现用户导向型企业数据资本与劳动的和谐关

系。(5)采用多云理念和智能 Agent 技术、区块链技术、

XML、可扩展商务报告语言 XBRL、Web Services 等

技术，基于充分必要条件论述大数据会计核算云端化

流程的重构，体现了大数据会计理论与方法的创新。

总之，本文揭示了大数据时代数据经济业务与产业经

济业务一体化的发展规律，它也是人本经济发展观指

导共享经济发展的产物之一，也为促进产业经济和数

字经济的融合发展提供了新的会计模式。 

 

注释： 

 

① 大数据会计是指用户导向型企业的大数据会计，在后文的论述

中不再赘述。 

② 用户群的概念是由社群的概念演化而来的，在这里是指具有相

同需求、偏好和价值观或群意识的稳定团体。 

③ 会计工作负载包括用于会计处理和会计分析的海量数据(包括

多种类型的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数据)的技术与架构，以及能够

支持高速捕获、发现高性能与高端会计综合业务分析和模拟的

技术与架构，还包括发现隐藏的互联网资源配置交易模式、未

知的关联和其他有用会计信息的仿真。 

④ 大数据会计频道是指根据用户对大数据会计信息产品的定制

化需求，以电视频道形式设置满足不同用户体验需求的大数据

会计核算规则、方法的网络平台界面。 

⑤  Web Service 结构由三部分组成：大数据会计服务描述语言 

WSDL、统一发现描述和集成 UDDI 以及简单对象访问大数

据会计协议 SOAP。 
⑥  SOA 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是大数据会计服务提供者、大数据

会计服务请求者和大数据会计服务注册机构。大数据会计服务

提供者用 WSDL 来描述大数据会计服务并在 UDDI 上注册

发布大数据会计服务，大数据会计服务请求者在 UDDI 搜索

发现大数据会计服务后向大数据会计服务提供者发送使用大

数据会计服务的请求，然后二者之间通过 SOAP 进行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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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g data accounting theory system innovation and 
cloud-based accounting process reengineering 

 

DING Shenghong 

 

(School of Finance,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5,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reflect the simultaneous development of the mass real economy business and the digital economy business 

driven by mutual sharing economy, this paper intends to explore the evolution of accounting computing process through historical 

research method, construct the big data accounting theory system through the deductive and inductive method and reconstruct 

cloud-based computing process of big date accounting through grafting method. It is found that the manual accounting process and 

computerizing accounting process which is not synchronized with the real economy business is being transformed into cloud-based 

accounting computing process that is synchronized with the real economy business; that the experiencing demand becomes the 

hypothesis premise of the big data accounting theory system, the human economic development concept becomes the value of the big 

data accounting theory system, and the specific social person becomes the humanity hypothesis of the big data accounting theory 

system; and that combined with techniques as the agent, the Blockchain and XML, the cloud concept is used to reconstruct the 

cloud-based computing process of big data accounting with intelligent features. 

Key Words: big data accounting; experiencing demand; human rights value; cloud-based accounting; process re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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