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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数字技术的蓬勃发展，财务数智化转型已经成为传统实体企业转型

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本文基于会计信息可比性视角，研究了企业财务数智化转型的特征，并针对

会计信息可比性的内涵与影响因素展开深入探讨，具体而言，会计信息可比性的内部影响因素主要有公司

治理与企业经营，外部影响因素主要有外部审计、企业外部市场环境和会计准则趋同等；企业数智化转型

对会计信息可比性的提升主要通过提升内部控制水平、抑制供应链集中度以及降低战略差异度三个层次来

实现。该研究丰富了先进技术对传统实体企业的经济后果和会计信息可比性的影响因素，对推动传统实体

企业数智化转型和构建智能经济新形态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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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数智化转型已成为企业创新变

革的关键突破点，从“可选项”变为“必选项”，是企业未来生存发展的核心。在此发展趋

势下，我国企业能否充分发挥数字技术优势，打造符合自身禀赋特征的数智化转型战略，已

成为当前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战略下的重要课题。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正式将数据确认为

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和管理之后的第七种生产要素，表明数据已逐渐成为支撑当

前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可见无论是实践导向层面还是政策驱动层面，数智化转型均已成为

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可比性是重要的会计信息质量特征，可比的会计信息不仅能够提高公司治理效率，而且

还能够提升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决策有用性。现有研究认为会计信息可比性的高低程度会受到

宏观经济制度、行业环境和企业因素的影响。但是，针对同一个国家的企业而言，宏观经济

制度和行业环境基本一致。因此，会计信息可比性更多受到企业层面因素的影响。当前，有

关研究也认为企业对会计准则的执行动机和程度等微观层面的因素能够直接影响会计信息

可比性。而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技术的发展和应用能够发挥积极的内部治理效应，从而可

能会约束企业在会计准则执行方面的自由裁量权，进而影响会计信息可比性方面，企业数智

化转型会引起企业内部各运行机制的改变，增强内部控制质量，而良好的内部控制能够提高

会计信息的可比性。另一方面，盈余压力会导致进行盈余操纵的企业选择不同的会计政策调

高会计利润，进而降低会计信息可比性，而数智化转型能够有效抑制企业的真实盈余管理活

动。此外，在信息不对称下，各企业对会计准则的执行动机和程度各不相同，而数智化转型

能够改善企业信息不对称程度，增强企业在会计准则执行方面的透明度进而影响会计信息可

比性。 

二、文献综述 

（一）企业数智化转型的相关研究 

数智化是数字化和智能化的演进，是数字智慧化与智慧数字化的合成，其本质是通过数

字化实现智能化，属于数字技术的应用。在技术层面，借助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

术，让系统具有实现状态感知、实时分析、科学决策、精准执行的能力，在应用层面，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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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模拟人类智能，让智能数字化，进而应用于系统决策与运筹，数智化更多情况是数智

融合，推动系统智慧生成。 

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对财务管理领域的数字化实践产生了很多影响，体现为增强

财务处理及管理工作的智能化程度。因此，业界将财务数字化概念又进一步演进为“财务数

智化”。财务数智化=财务数字化+智能化。如图 1 所示，中国企业的信息化经历了三个阶

段：以部门级应用为代表的会计电算化时代，以企业级应用为核心的信息化时代（ERP 系

统建设时代），及当前以社会级为目标的数字化、智能化时代。其中，财务与信息技术融合，

也相应体现为三个阶段：会计电算化阶段、财务信息化阶段、财务数智化阶段[1]。 

 

图 1 信息技术对企业发展的推动进程 

财务数智化转型升级不仅是一次技术层面的变革，而且也将带来财务体制、组织、人员、

流程等多方面同步变革。数据通过融入生产经营各环节，可以优化企业决策和运营流程、提

升劳动、资本等传统要素的投入产出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实现对传统要素价值的放大和倍

增。以数据赋能为主线，对产业链上的全要素进行数字化升级、转型和再造，带动产业升级

和生产模式的转变。董红杰等参考专家意见和高校实践调研，以“跨界融合专业交叉数智内

涵价值创造”为建设逻辑，分别从数智融合及技术创新拓展为主线，对四门培养数智化人才

的特色课程进行探索，该类课程为 MPAcc 专业课程内容升级、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优化提供

有力补充，有利于培养具有突出的数据分析能力、智能决策能力和创新精神的高素质复合型

财务人才[2]。 

当然，部分学者也有认为数智化的无序发展有可能导致负面影响，比如对就业、人情等

方面的冲击。数智技术对会计职能和岗位能力在即时性和互动性上提出更高要求，使得现有

准则制度在维持稳定性、可靠性、有效性与满足数智环境的时代性之间的权衡问题愈加凸显。

另外，会计政策制度在积极响应数智技术带来的发展变革、重新审视现有会计政策体系的过

程中，还要研判数智技术可能引发的会计信息系统和会计数据安全、会计发展伦理等方面的

问题，健全会计信息化安全管理制度，确保能够让科技为会计群体服务，从而更好地促进经

济的繁荣发展[3]。 

（二）会计信息可比性的相关研究 

1. 会计信息可比性的内涵 

在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体系中，会计信息可比性是至关重要的构成环节，指不同公司因为

经济业务类似，即基于横向视角对比会计信息。有学者率先研究有关信息可比性方面的内容，

指出经济主体不同，也能够对既有资本市场中某种类似的经济现象加以存在一致性的报告及

计量。 

国家企业会计准则详尽地阐述有关会计信息可比性方面的内容，一般情况下涵盖两种类

型：第一，基于纵向视角，可比指在不同的会计期间发生的相同类别的交易行为或信息方面

的会计信息基于相同会计主体内的列报需存在一致性特点，相当于以时间维度为基础的对

比；第二，基于横向视角，对比需要针对同样类型的经济事宜，在同一行业内的各主体采取

的会计方法与政策，需使统一性得到保障，相当于以空间维度为基础的对比。针对投资者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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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会计信息可比性是极其重要的概念，使投资者能够客观地鉴别目标公司的优势与劣势、

有效地识别公司生产经营的准确财务数据；不只评价某一公司财务数据，而且基于横向视角

进行对比，评价同行业全部公司财务数据，从而获取最公平且最准确的评估。所以针对诸多

存在不良行为的公司而言，对行业整体会计信息可比性产生程度比较小的影响；对比于会计

信息可比性，其它会计信息质量特点比如披露信息质量及透明度等指标易受个别公司特点的

深层次影响，所以在对于某个项目的评估上，会计信息的可比性相较于其他的会计信息质量

特征具有一定优势[4]。 

2. 会计信息可比性的影响因素 

（1）内部因素 

会计信息可比性与其他治理特征类似，是由影响企业管理层和审计师行为的经济因素、

治理因素与政治因素等构成的一种成本效益的权衡 [5] [6]，现有影响会计信息可比性的企业内

部因素的研究文献从公司治理、企业经营等方面展开。 

公司治理因素对会计信息可比性影响方面，现有文献从内部控制、机构投资者、控股股

东、管理层、独立董事等方面开展研究。基于公司治理整体视角，胡志勇等采用结构方程模

型对公司治理与会计信息可比性两者之间关系进行研究，认为公司治理效应会显著影响会计

信息可比性，公司治理结构越为完善有效，会计信息可比性越高；且相较于公司内部治理，

外部治理对会计信息可比性的影响效应更强[7]。但公司治理为较复杂的管理体系，就具体的

公司治理因素而言，王迪等基于“企业内部控制→会计信息可比性→分析师行为”的研究路

径，发现企业内部控制可以有效提高会计信息可比性，进而影响分析师的预测行为[8]；并且

会计信息可比性发挥的这一作用较于会计信息可靠性具有增量解释力。Vivian 等研究发现外

国机构投资者持股能够提高全球会计信息可比性 [9]，而就单一资本市场而言，有学者就机

构投资者对会计信息可比性影响的渠道与路径开展研究，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通过发挥

信息中介效应影响会计信息可比性，企业为满足其投资需求会努力提高会计信息可比性，机

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越高，会计信息可比性越高。周微等认为机构投资者交叉持股通过减少行

业竞争加强合作、降低专有信息披露成本、发挥治理功能抑制管理层寻租行为与发挥信息中

介作用提高会计信息可比性[10]。就风险投资机构而言，风险投资机构参与公司治理同样会

提高企业的会计信息可比性，其作用机制在于风险投资机构能够发挥监督与治理功能抑制企

业管理层的信息操控行为，并且能够提供行业经验规范会计处理行为从而提高会计信息可比

性[11]。 

就控股股东而言，王宇峰和刘颖的研究发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会降低企业会计信息可

比性，控股股东为规避监督管理，维持企业股票价格稳定而进行盈余管理行为是这一影响效

应的内在动机与路径，但具有行业专长的会计事务所审计会降低这一负面影响效应[12]。另

一方面，基于风险防范的视角，田高良等却得出相反的结论，其认为在股权质押融资时，金

融机构会对企业的经营信息与披露行为进行监督并且具有高会计信息可比性诉求，而控股股

东为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会将这一诉求诉诸管理层从而提高企业会计信息可比性[13]。 

就企业董事和管理层而言，刘斌等基于董事网络视角研究独立董事连锁对会计信息可比

性的影响效应，发现存在独立董事连锁的企业间会计信息可比性更高，其作用机制为连锁独

立董事能够使连锁企业间的会计政策与会计估计区间等更加趋同从而提高会计信息可比性；

并且兼任企业数目较多、有会计事务所经验以及在审计委员会任职的独立董事连锁会进一步

提高连锁企业间的会计信息可比性[14]。周晓苏等基于组织间模仿视角研究企业管理层联结

对会计信息可比性的影响效应与机制，发现管理层联结会提高企业间的会计信息可比性，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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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机制为管理层联结会增强企业选择会计政策与估计区间的相似性，形成结构相似的企业

盈余从而提高会计信息可比性，值得注意的是，CFO 联结对提高会计信息可比性的影响效

应更为显著[15]。而过度自信的管理层会高估企业经营收益，低估预期风险，其会提高会计

信息可比性以改善企业信息环境缓解融资约束，因此，管理层过度自信程度越高，会计信息

可比性越高；并且在高新技术行业、高媒体关注度与融资约束的企业中，这一影响效应更强。

陈国辉和殷健依据高阶梯队理论研究发现，当 CFO 具有较高企业地位或较高的财务理论水

平时，CFO 的任职经验越为丰富，企业会计信息可比性越高，与此同时，具有财务背景任

职期限越长的 CEO 会因寻租动机与行为忽视会计行为规范而从降低企业会计信息可比性，

但聘用审计师的丰富审计经验会弱化 CEO 任职期限对会计信息可比性的负面影响效应[16]。

而企业CEO的变更会引起离任和继任CEO基于企业业绩与声誉动机改变会计政策与会计估

计区间从而降低企业会计信息可比性，这一影响效应在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 [17]。此外，因

薪酬与业绩具有高度敏感性，管理层会通过操控企业财务业绩为其进行薪酬辩护，尤其为超

额薪酬提供辩护理由，因此降低企业会计信息可比性[18]。 

企业经营对会计信息可比性影响方面，张先治等基于企业战略偏离度的视角研究发现，

企业战略偏离于行业常规战略经营所引发的经营风险使管理层在会计政策与会计估计区间

上需要更多的选择判断，基于会计信息系统论，这可能导致会计信息加工规则异化从而降低

会计信息可比性，但企业高质量的内部控制却会降低公司战略偏离度对会计信息可比性的负

面影响效应[19]。就关联方交易而言，外部监督力量较弱的企业异常关联方交易较多，这会

降低会计信息可比性，但机构投资者、分析师跟踪与法制环境的治理机制却能够抑制异常关

联方交易对会计信息可比性的负面影响效应 [20]。就供应链与客户集中度而言，在法制环境

较差的地区，企业供应链集中程度与会计信息可比性呈现显著负相关关系，高供应链集中度

会降低企业会计信息可比性，较强的法制环境通过提高企业违规披露的处罚成本抑制供应链

集中度对会计信息可比性的负面影响效应 [21]。高客户集中度会降低企业会计信息可比性，

其作用机制为高客户集中度会使管理层具有信息披露专有性成本较高及大客户“敲竹杠”风

险的双重压力，弱化管理层的财务信息披露动机进而降低企业会计信息可比性；并且较高的

企业内部治理水平会弱化客户集中度对会计信息可比性的这一负向影响效应。 

（2）外部因素 

现有影响会计信息可比性的企业外部因素的研究文献从外部审计、企业外部市场环境、

会计准则趋同、股票市场、税收与商业报告语言等方面展开。 

外部审计对会计信息可比性影响方面，就会计事务所而言，谢盛纹和王清强调行业专长

的重要性，认为会计事务所的行业专长能够提高企业会计信息可比性，当外部审计聘请拥有

行业专长的事务所时，被审计企业的会计信息可比性要高于其他企业[22]。彭雯和张立民基

于中国会计事务所在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CPAOB）注册的视角研究，发现中国

会计事务所在 CPAOB 注册会提高被审计企业的会计信息可比性，且声誉高、国际化程度高

的会计师事务所为了维护国际声誉会提高独立性水平，提高审计质量，进而对被审计企业的

会计信息可比性提高作用更为显著[23]。杨金凤等基于会计事务所合并的视角研究，发现中

国前十大会计事务所合并后，通过利用管理与审计技术整合的优势显著提高被审计企业的会

计信息可比性[24]。但谢盛纹等认为，会计事务所或审计师对被审计企业的经济依赖性较强

时，这会影响审计师治理职能的发挥，使其倾向于满足被审计企业的需求，降低审计职业标

准从而降低企业的会计信息可比性[25]。 

就审计师而言，潘临等强调审计师职业经验的重要性，认为审计师丰富的执业经验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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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企业会计信息可比性，但随着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提升与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的增加，

执业经验丰富的审计师对提高企业会计信息可比性的促进作用降低[26]。而审计师的审计风

格同样影响会计信息可比性 [27]。基于审计师流动的视角，曹强等以 1998-2012 年中国会计

事务所合并事件为研究背景，发现审计师流动形成审计风格的转变为影响会计信息可比性的

重要因素之一，在会计事务所合并前，不同审计师群审计的企业之间应计利润可比性较差，

而在合并后，不同审计师群审计的企业之间会计信息可比性显著提高[28]。类似的研究为，

谢盛纹和刘杨晖以审计师变更的视角，发现审计师变更会降低被审计企业会计信息可比性，

前任审计师任职期限越长，审计师变更降低会计信息可比性的影响效应越显著，但随着新任

审计师任职期限的增加，被审计企业会计信息可比性会逐渐恢复[29]。 

企业外部市场环境对会计信息可比性影响方面，产品市场竞争通过增加企业竞争专有性

成本与管理层盈余管理压力降低企业会计信息可比性，并且当企业研发投入高、审计质量与

投资者保护度低时，这一影响效应更为显著[30]。潘临等研究发现，环境不确定性通过增加

企业的经营风险与财务风险增加管理层的盈余操控动机与寻租行为，使管理层采取有利于其

利益或者企业目标实现的酌量性会计处理方法，这与经济事项和准则规定的会计处理方式相

背离从而降低企业会计信息可比性；但高质量内部控制会降低环境不确定性对会计信息可比

性的负面影响效应[31]。此外，外部监管为企业外部环境的组成部分，财务报告问询函为资

本市场监管制度之一，它可以通过抑制管理层的寻租行为、降低信息不对称性与增加企业违

规成本提高会计信息可比性，并且财务报告问询函对行业内未收函企业、具有审计与董事联

结关系的未收函企业的会计信息可比性具有溢出效应 [32]。 

就投资者而言，企业所在地区的高投资者保护程度通过抑制管理层操控盈余行为和增加

会计信息诉讼成本，使管理层遵守会计准则信息披露要求从而提高会计信息可比性。就投资

者实地调研的频度、广度以及深度等多视角看，投资者实地调研活动可通过监督管理层的盈

余管理行为提高企业会计信息可比性，并且投资者实地调研能够缓解较差的企业内部信息环

境对会计信息可比性的负面影响效应。 

会计准则趋同对会计信息可比性影响方面，杨忠海和张前前研究发现，在 2007 年中国

会计准则与国际趋同后资本市场会计信息可比性显著提高，且会计信息可比性与盈余管理存

在相互影响关系，即盈余管理行为通过降低企业信息透明度降低会计信息可比性，高会计信

息可比性通过发挥治理机制抑制企业应计盈余管理行为[33]。而会计准则的国际性趋同能够

使本国企业与非本国企业的会计信息更具可比性[34] [35] [36] [37]，Cascino and Gassen 在此基础

上进一步研究认为这取决于管理层对国际报告准则的执行程度[38]。但 Lang 等人却得出相反

的结论，其研究认为强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会增加企业跨国收益的波动性，但相对于未

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企业而言，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企业并没有提高会计信息可比

性，因为这更多地受管理层决策动机这一因素的影响[39]。此外，2017 年 12 月与 2018 年 12

月，财政部与香港地区及欧盟签署会计准则等效互认联合声明，易阳等以此为研究背景，发

现会计准则的趋同显著提高中国资本市场 A 股、H 股以及港股企业的会计信息可比性，且 A

股企业所在地区投资者保护程度越低，准则趋同提高会计信息可比性的促进效应更强[40]。 

股票市场对会计信息可比性影响方面，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通互联机制可通过增加境外

投资者数量改善企业治理机制并且约束管理层盈余管理动机与行为从而提高会计信息可比

性[41]。 

税收和商业报告语言对会计信息可比性影响方面，有学者以关联方交易的视角研究税收

征管活动对会计信息可比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异常关联方交易能够降低企业会计信息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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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但税收征管通过发挥监督治理机制和信息中介效应能够有效抑制异常关联方交易对企业

会计信息可比性的负面影响效应。李青原和王露萌以企业可扩展商业报告语言作为准自然实

验，研究发现企业实施可扩展商业报告语言会提高会计信息可比性，其对盈余管理的抑制效

应为提高会计信息可比性的一个作用机制，并且企业面临的产品市场竞争越激烈，可扩展商

业报告语言对提高会计信息可比性的促进效应更强[42]。 

（三）企业数智化转型对会计信息可比性的影响机制 

数智化转型是通过对企业各方面的再造，来提高经营效率并降低部分运营成本。由于会

计流程变更等多方面因素，必然会对会计信息质量带来影响，近些年，不少学者开始探究数

智化转型的问题和风险，希望能够提高其服务质量，这其中有不少关于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

建议。 

具体而言，企业数智化转型对会计信息可比性的提升主要通过提升内部控制水平、抑制

供应链集中度以及降低战略差异度三个层次来实现。 

第一，企业数智化转型提升了内部控制水平，从而为企业会计信息可比性提升提供了必

要的内部基础条件。通过数智化转型，企业能够依托“ABCD”技术的显著优势强化对非标

准化、非结构化数据的处理能力 [43]，加速内部信息流转提升各环节的效率与敏捷性，更有

效地把握运营环境中的各类风险与机遇，提高决策互动动态性与决策准确度[44]，从而提升

企业内部控制水平进一步地，作为企业内部重要的监督机制，良好的内部控制对企业会计信

息可比性有着重要影响：其一，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能够规范企业的治理结构和议事规则，提

升企业职责分工和制度制衡的有效性，有助于识别经济业务或事项的性质和后果 [45]，降低

会计方法选择的差异性，提升会计信息可比性 [46]；其二，会计系统控制本身就是企业内部

控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我国企业内部控制强调企业应当依据统一的会计制度，明确会计处

理程序，规范会计方法使用，因此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能够提高企业对会计准则的遵循程度减

少会计选择的不确定性，为企业会计信息可比性的提升创造必要的内部基础条件，从而提升

企业会计信息可比性。 

第二，企业数智化转型降低了供应链集中度，从而为企业会计信息可比性提升提供了重

要的外部驱动力。一方面，通过数字技术应用，企业能够打破地域因素限制，刺激供应链网

络中多样化合作形式的产生，从而扩展供应链环境边界，使企业能够通过跨空间的线上虚拟

合作等形式与供应链中更多个体开展合作 [47]；另一方面数智化转型能够帮助企业高效识别

消费者需求变化，为了应对顾客需求的不断升级变化，企业需要及时对供应链结构进行调整，

及时补充并易除掉无效部分，加强或替换掉弱势部分，促使企业与更多不同类型的供应商和

客户合作，降低了供应链集中度。进一步地，在供应链集中的情形下，企业往往会为了优化

供应链中各流程成本而进行关系专用性资产投资，促进了隐性契约的形成[48]，降低了企业

公开披露会计信息的意愿同时，供应链集中情形下企业的采购与销售活动往往只依赖少数几

个主要供应商、客户，导致其议价能力较强，从而有能力通过非公开渠道要求企业提供其所

需的会计信息[49]，因此无论是从意愿还是从能力上看，供应链集中的情况下，企业公开披

露会计信息的诉求都较低。换言之，企业数智化转型通过降低供应链集中度，提升了会计信

息披露诉求，缓解了会计信息仅在部分企业间充分共享的隐性契约问题，形成了重要的外部

驱动力，从而提升会计信息可比性。 

第三，企业数智化转型降低了战略差异度从而为企业会计信息可比性提升营造了良好的

财务信息环境。企业的生产过程中，由于同行业企业往往面临着一致的市场监管与行业竞争

环境，因此通过企业间的信息交换、互相模仿和借鉴，会促使相似的资源配置结构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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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资源基础理论，从而产生行业集中的主流战略模式[50]，这种主流战略模式由于凝聚了

行业内大量企业的战略定位经验与战略管理思想，更易于被利益相关者接受，有助于企业适

应制度环境降低法律诉讼风险、经营风险和业绩波动风险 [51]，企业数智化转型能够有效发

挥大数据的信息收集与整理优势，有助于行业内专家知识的传播，强化企业间的溢出效应与

模仿效应 [52]，有助于主流战略的升级优化以及企业对主流战略的模仿借鉴，从而降低战略

差异度。进一步地当企业的战略差异度较大时，即偏离主流战略模式时，意味着其战略模式

与监管机构的要求相差较大，更可能违背行业法规，企业的经济业务或事项的性质和后果更

加难以判断，更具有独特性和复杂性，因此其会计方法的选择也更具有不确定性[53]，此时

企业的财务信息加工规则异化以及报告编制中会计准则误用的可能性将会更高从而降低企

业的会计信息可比性。因此，企业数智化转型通过降低战略差异度促使企业经济业务或事项

更具常规性，避免了财务信息加工规则异化以及报告编制中会计准则误用，营造了良好的财

务信息环境，从而提升会计信息可比性。 

（四）文献述评 

数字要素正在加速重构经济社会发展与治理模式的新形态，智能化既是方式和手段，也

是方向和目标。数智化发展体现社会和经济向新范式的根本转变，带来产业组织模式、现代

基础设施体系、科技人才培育体系、社会发展治理模式等的革新与重构。 

回顾前期研究，关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会计信息质量或是信息披露的研究并不多见，尚

未形成系统性结论，大多数学者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的积极影响出发进行研究。目前国内外

学者的研究虽然并未直接回答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会计信息质量、年报信息披露间的关系，但

他们的理论逻辑中都离不开数字转型对信息的整合、传递及披露的影响，而数字化转型的其

中一个重要优势也正是其对信息的处理、传递能力，因此客观来看，数字化转型理应能够对

企业的会计信息质量、年报信息披露产生重要影响，然而现有研究却着重于探讨其经济后果，

忽略了会计信息质量、年报信息披露这个企业与外部沟通的重要桥梁，因此基于此的研究就

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基于会计信息可比性视角，研究了企业财务数智化转型的特征，并针对

会计信息可比性的内涵与影响因素展开深入探讨。该研究主题对推动传统实体企业数智化转

型和构建智能经济新形态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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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represented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 transformation of financial digital intelligence has become a new driving force 

for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raditional entity enterprises and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accounting information comparability, this paper studi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telligent transformation of financial numbers of enterprises, and carries out in-depth discussion on 

the connota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accounting information comparability. Specifically, the internal 

influencing factors of accounting information comparability mainly include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business operation, and the external influencing factors mainly include external audit, external market 

environment of enterprises and convergence of accounting standards. The comparability of accounting 

information can be improved mainly by improving the internal control level, restraining the concentration 

degree of supply chain and reducing the degree of strategic difference. This study enriches th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advanced technology on traditional entity enterprises and 

the comparability of accounting information, and has important reference and enlightenment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of traditional entity enterprises and building a new 

form of intelligent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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