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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会计信息
传递效率优化中的高效分布式计算算法设计研究

委芮  邹昱瑄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陕西 渭南 714000

摘要：在现代企业管理中，会计信息的高效传递对决策支持和资源配置具有重要意义。然而，传统会计信息系统在面对海量数据处理、
实时分析需求时，易受传输延迟和计算效率限制。本文结合分布式计算技术，设计了一种优化的高效分布式算法，旨在提升会计
信息的传递效率。研究通过构建数据分区模型与节点优化机制，验证了算法在实际场景中的可行性和应用价值，为企业会计信息
管理提供了一种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同时，为应对复杂业务场景下多维度数据的实时处理需求提供具有扩展性和鲁棒性的技术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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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会计信息系统不再仅仅扮演数据记录的角
色，而是逐步转向支持实时决策和资源配置的关键
工具。然而，传统集中式系统在处理大规模分布式
会计数据时，易受到计算能力瓶颈和数据传输延迟
的限制，难以满足现代企业高效运作的需求 [1]。

一、相关概念界定

（一）分布式计算技术应用概述
分布式计算是一种将计算任务分散到多个节

点上，通过各节点协同工作来完成复杂计算任务
的技术。在计算节点的部署和管理方面，分布式
计算提供了一种既灵活又高效的解决方案，使得
资源的利用效率得以最大化。复杂的会计信息结
构、高度动态化的数据交互，以及对实时性和准
确性的严格要求，使得传统分布式计算框架的应
用遇到了不小的阻碍。尽管如此，这种以节点协
作为核心的技术为企业级应用带来的可能性依然
是不可忽视的，尤其是在数据存储和分析需求日
益扩大的背景下，其优势逐步显现。

（二）企业会计信息传递的关键技术
企业会计信息传递是现代企业管理中不可或

缺的环节。如何使大量复杂信息能够在多个部门
和节点之间快速而可靠地流转，一直是信息管理
领域的核心议题。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优化
信息传递效率的本质在于对数据分区策略、节点
通信性能和算法鲁棒性三个方面的持续改进。通
过精细化的数据分区，可以有效减少跨节点的通
信成本。以 MapReduce 为代表的分布式计算框架，
已在大规模数据分析中展现出强大的处理能力 [2]。

（三）算法优化方向
在探讨企业会计信息管理中分布式计算的优

化路径时，算法设计无疑是最为重要的突破口。近
年来，研究热点逐渐聚焦于动态任务调度与负载均
衡机制的改进上。动态调度策略旨在通过更高效的
资源分配方法提升系统整体性能，而负载均衡则力
图在资源使用效率和系统稳定性之间找到最佳平衡
点。某些基于深度学习的预测模型已经被应用于负
载分布的预估，但其较高的计算复杂度使得直接迁
移到企业会计信息管理中存在一定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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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方法与模型

（一）总体架构设计
本研究设计了一种分布式计算框架，包含数

据采集模块、分布式存储模块、计算任务调度模
块和结果反馈模块，各模块之间紧密协作，形成
了完整的功能闭环。通过任务拆分和节点分工，
提升了整体系统的计算效率。

图 1 总体架构图

1. 数据采集模块
为适应多样化的数据输入格式和动态更新的

特点，该模块采用了多线程采集和预处理的策略。
原始数据在采集过程中根据其特征被归类标记，
并进行初步的清洗与校验，避免错误数据对后续
计算的干扰。

2. 分布式存储模块
采用分布式文件系统（如 HDFS）分片存储

数据，支持高并发访问和容错能力。设计分类存
储方案，将基础信息（如客户档案）以高一致性
存储，动态信息（如交易记录）则优先高并发访
问需求。节点间动态迁移机制缓解了负载不均问
题，提升了读取效率和高负载场景下的稳定性。

3. 计算任务调度模块
采用基于优先级的动态任务分配模型，以任

务重要性和紧急程度计算优先级，结合节点的实
时计算能力动态分配资源。引入贪心算法缩短关
键任务等待时间，并合理分配低优先级任务资源，
优化了系统整体性能。

4. 结果反馈模块
整理并返回分布式计算结果，设计分步反馈机

制，即对于实时性要求较高的任务，优先返回核心
结果；而对于批处理任务，则待所有计算完成后再
行汇总输出。满足实时性需求，同时减少资源冗余
[3]。模块内置数据校验和异常处理功能，通过多重
验证和自动重试，增强了反馈结果的可靠性。

（二）算法核心设计
1. 数据分区策略
数据分区是分布式计算中提高效率的基础环

节，决定了数据在各节点间的分布方式。
设计原则：将具有相似特征的数据分配至同

一计算节点，避免频繁的跨节点数据传输。通过
分析会计信息数据的结构特征（如日期、业务类
型、金额范围等），提取关键维度，形成分区规则。

具体实现步骤如下：第一步：对数据进行初
步聚类，利用 k-means 算法确定数据的相似度分
组；第二步：使用加权特征函数

其中， 表示特征权重， 表示特征函数
值，计算数据点的分区权重；

第三步：将分区结果存储至节点分配表，确

保相似数据分布在相邻节点或同一节点。
2. 任务调度优化
任务调度是提升分布式系统计算效率的重要

手段。为提高会计信息处理的实时性和关键任务
优先响应能力，设计了一种基于优先级的动态任
务分配算法。

设计原则：以任务的重要性和紧急性为主要
优先级指标，动态调整任务分配顺序，使得高优
先级任务能在有限资源下优先完成。

算法流程如下：
第 一 步： 为 每 个 任 务 设 置 优 先 级 权 重

其中， 表示任务紧急性， 表示任务复
杂度；

第二步：基于贪心算法动态分配计算资源，
选择当前可用资源中能够最小化任务完成时间的
节点；

第三步：定期检查任务优先级表，对低优先
级任务进行延迟调度，确保资源高效利用。

3. 负载均衡机制
在分布式计算环境中，节点负载的不均衡会

导致部分节点资源过载，而其他节点资源闲置。
本研究提出了一种实时监测和动态调整的负载均
衡机制，旨在提高系统整体资源利用率和稳定性。

设计目标：避免单点过载，最大化利用集群
资源，同时确保高并发环境下的系统稳定性。

实现方法如下：
第一步：实时负载监测：通过监测各节点的 

CPU 使用率、内存占用率和任务队列长度，构
建负载状态矩阵 ，其
中 表示第 个节点在时间 t 的负载；

第二步：动态任务迁移：基于节点负载状态，
设计迁移策略 ，将任务
从高负载节点迁移至低负载节点；

第三步：资源回收与优化：在任务完成后，
自动回收资源并重新分配，避免资源浪费。

（三）公式与实现
1. 数据分区策略的数学模型
数据分区策略通过分析数据的特征相似性，

确保相似数据分配至同一计算节点，从而降低跨
节点通信开销，提高计算效率，数学模型如下：

其中：
：表示数据 x 的分区权重；

：表示数据 x 与其他数据点的相
似度；

n：为总数据量。
实现步骤：
第一步：相似度计算：利用欧几里得距离或

余弦相似性计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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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m 表示数据维度。
第二步：分区权重归一化：将

归一化以生成分区权重 ；
第三步：节点分配：根据 值将数据分配

至对应计算节点。
2. 动态调度策略的优化模型
动态任务调度是分布式计算中的关键环节，

通过合理分配计算资源，确保高优先级任务得到
快速处理，优化目标：

其中：
：任务 的权重，反映任务的重要性；
 ：节点 的计算能力，通常以 CPU 使用

率、内存占用等指标衡量；
n：任务总数。
实现方法：
第一步：任务优先级计算：
其中 为任务紧急性， 为任务复杂度，
为调节参数。

第二步：贪心算法调度：
按 值对任务排序；
依次选择计算能力 最大的节点进行任务分配。
第三步：实时调整：在每次调度后，更新节

点的剩余计算能力，重新计算任务优先级。

三、实验与结果分析

本章节对设计的高效分布式计算算法进行了
实验验证，从实验环境的搭建到结果的详细分析，
全面评估算法在企业会计信息传递效率优化中的
表现。

（一）实验环境
为了验证算法性能，本实验采用了下表所示

的环境和数据集配置：
表 1 实验环境和数据集配置表

环境要素 配置描述

硬件
分布式服务器集群，包含 8 个节点，每节点配置为：

CPU 16 核、内存 64GB、存储 2TB

软件
Hadoop 分布式框架，Python 开发环境（Python 3.8，

pandas、NumPy 等库）

数据集
模拟企业会计信息数据集，包含 100 万条记录，数

据字段包括日期、金额、科目编码、摘要等

评估指标
平均传递延迟、计算效率（数据处理速度）、系统

鲁棒性（高负载下的稳定性）

（二）实验结果
实验通过对传递延迟、计算效率和系统鲁棒

性三个维度进行测量，得到以下对比数据：
1. 传递延迟分析
新算法采用了基于数据特征的自适应分区方

法，减少了跨节点通信开销，显著降低了数据传
递延迟。

表 2 传递延迟分析结果

算法 平均传递延迟（ms）
传统分布式算法 150

新算法 105
优化幅度 -30%

如上表 2 所示，新算法在传递延迟上优化了

30%，证明了分区策略的高效性。
2. 计算效率分析
新算法通过优先级动态调度模型提升了关键

任务的执行效率，在处理百万级数据集时表现出
明显优势。

表 3 计算效率统计结果

算法 数据处理速度（条 / 秒）
传统分布式算法 7,000

新算法 9,800
提升幅度 +40%

如上表 3 所示，新算法在大规模数据处理中
的计算效率提升了 40%，验证了任务调度优化的
有效性。

3. 系统鲁棒性分析
在模拟高负载场景（任务队列超出系统容量

的 1.5 倍）下，新算法通过动态负载均衡机制表
现出更高的稳定性。

表 4 系统鲁棒性分析结果

算法 任务成功率（%）
传统分布式算法 78

新算法 92
提升幅度 +14%

如上表 4 所示，新算法在高负载情况下，任
务成功率提升了 14%，避免了因单节点过载导致
的系统性能下降。

4. 结果总结
表 5 为实验结果的综合对比总结。结果表明：

基于高效分布式计算设计的新算法在企业会计信
息传递效率优化中表现优异，不仅显著降低了传
递延迟，还大幅提升了计算效率和系统鲁棒性，
为企业级数据处理提供了可靠的技术支撑。

表 5 实验总结结果

评估指标 传统算法表现 新算法表现 优化幅度
平均传递延迟（ms） 150 105 -30%

数据处理速度（条 / 秒） 7,000 9,800 +40%
任务成功率（%） 78 92 +14%

四、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设计的高效分布式计算算法，
在企业会计信息传递效率优化中展现了卓越的性
能，通过实验验证，其在降低传递延迟、提升计
算效率和增强系统鲁棒性方面均取得了显著的改
进。这一研究不仅为企业级会计信息系统的优化
提供了实用的方法论支持，也为分布式算法在复
杂业务场景中的应用开辟了新的可能性。然而，
在实际部署中，算法的适应性和可扩展性仍需进
一步考量，特别是在面对多变的数据结构和动态
的业务需求时，如何实现更智能、更灵活的优化
机制将成为未来研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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