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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联合推动着大数据成为新生产要素，全球经济发展逐步进入“数智化”

时代，新背景对财务管理专业从业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首先定位了新型财务人才需具备的能力，

其次以地方应用型本科高校为研究对象，探讨其财务管理专业课程在数智化背景下存在的问题，最后提

出地方应用型本科高校财务管理专业教学改革的优化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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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loud computing, the Internet of Thing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other technologies have join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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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moted big data to become a new factor of production, and the global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gradually entered the era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The new background puts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financial management professionals. This paper first locates the ability that the 
new financial talents need to have, then takes the local application-oriented undergraduate uni-
versity as the research object, discuss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its financial management major 
cours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ata intelligence, and finally puts forward the optimization path 
of the teaching reform of financial management major in local application-oriented undergra-
duate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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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我国步入数字经济时代，企业为了获取并释放“数据”这种崭新的生产力，纷纷迈开数智化转

型的步伐，以此推动产业升级。“智能财务”时代要求高校为社会提供一批能够运用信息技术对大数据

进行分析的高素质财务人才。但是，目前我国高校财务管理专业仍然停留在以管理学和财务核算为核心

的学科课程体系上，只强调“核算技”而忽视“计算机”。因此，迫切需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对现有的

财务管理教学体系进行创新，培养具有大数据理念、现代知识和高新技术的财务管理人才。 

2. 数智化背景下对财务管理人才能力的定位 

在数智时代，财务管理者们需要考虑的是，如何利用数智工具，来改变现有的财务工作模式，如何

对企业的财务、业务、税务等管理信息进行有效的抓取、分析和提供，在以数据为基础的决策中发挥出

更大的影响力达到培养复合型财务管理人才的目的，学生除了应该掌握基础技能外，还应具备把职业技

能与信息技术融合的能力，开发可转移的技能[1]。财务管理人才技能构成如图 1。 
首先，财务管理人员的基本技能是：掌握英语是学习的基石；熟知计算机，才能达到企业实操中的

要求。其次，职业技能是：具备基础的会计账务处理技能、企业内部财务审计能力和企业内部税收核算

能力。最后，可转移技能是：在其自身扎实的职业技能上发散性思维，学习并使用新知识的再发展能力。

基于数智化背景下，对财务管理人才应提出更进一步的要求： 
一是能够使用基于大数据时代产生的新技术。随着以 PaaS 云服务为基础的财务平台更加智能化，财

务管理类人员必须以数字赋能为目标，才可以按照业务单据自动生成会计凭证，实时浏览会计报表[2]。 
二是拥有业财融合的思维和能力。在智能财务的背景下，未来财务人员的发展方向，主要是以业财

一体化人才为主，这就要求对其业财融合的意识进行培养，主动走出财务领域，进入到业务领域中。 
三是以云财务平台为基础的数据规划能力。着需要财务管理类人员对业务流程了如指掌，针对业财

数据展开规划，提升数据的可利度，使数据能充分考虑管理决策的需求。 
四是具数据分析和决策能力。数据是企业的最重要资源，新时代的财务人员需要具备数据分析能力，

挖掘数据的潜力，发掘数据中蕴藏的潜能，并将其用于预测和决策，从而提高管理决策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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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Skill composition diagram for financial management talents in the context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图 1. 数智化背景下财务管理人才技能构成图 

3. 地方应用型本科高校财务管理专业课程设置存在的问题 

从新时代人才定位中分析出：仅依赖于传统的、侧重理论的财务教学已经无法满足需求，应转变为

以数智化技术为核心的信息技术实训，辅以理论知识教学。这一升级是对目前本科高校财务管理课程设

置的更高要求，是课程体系进步的必经之路。作者对四川省部分地方应用型本科高校财务管理专业的课

程设置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 

3.1. 实践课程设置与数智时代人才实际需求结合不够紧密 

数字技术的高渗透性和社会化需要财务管理人员运用跨学科研究方法，对企业现象进行分析，并解

决财务问题。然而，目前没有建立起一套标准化的实践课程教材体系，高校的教学资料主要来源于软件

公司编制的实验指导、操作手册等。其编制依据与标准各有不同，内容多局限于操作步骤本身，且质量

参差不齐，缺乏对应用场景的匹配及数智技术的介绍。因此，导致了数智技术与实践课程融合不充分，

在模拟实操场景中的运用不深入，财务数据的处理流程与方式也存在同样的问题。这就造成了学生对不

同时代下财务行业发生的变化不敏感，无法拓宽专业视野、提高专业实践能力。 

3.2. 校内教学内容具有滞后性 

数智时代下，财务类人才的职能已经由基础财务核算向着财务数据精细化及管理工作智能化转变。 
生产企业作为当前高校实训的主要研究对象，其生产、经营、销售环环相扣。学生却不了解这种链

条式数据的财务处理，因此在学习中，只能靠模仿机械地处理数据而很难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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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核算能力却仍然是一些本科高校财务管理专业实训培养的核心能力，实训中缺少大数据、人工智能、

物联网、区块链等与数智技术相关的课程，这造成了人才培养方向与时代要求不匹配的问题。这种忽视

现代信息技术的教学设置，不符合数智时代对跨学科、高层次管理人才的要求。 

3.3. 校外实训基地难以满足学生实践需求 

目前，我国大多数高校已建立校外实习基地，但校企合作的衔接不顺畅，也是一个普遍现象。尽管

许多企业拥有了健全的数智化财务管理运作机制和管理模式，但仍对于学生在实习过程中的财务数据安

全性持怀疑态度，或者没有提供充足的实习岗位，这就造成了在校外实习基地中，实习岗位大多是以基

础核算为主的财务岗，对于数智化程度高和专业要求高的核心业务却是难以接触。因此，校外实习提供

的岗位与学生实习需要锻炼的能力需求之间产生了供求不平衡[3]。 

3.4. 复合型、实践型专任教师短缺 

许多高校的财务管理专业实践性课程都是由理论课教师讲授，这些老师本身缺少实践经验，他们的

认知主要是基于理论知识和对公司进行的调研。同时，数智时代对教师信息化水平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而具有数据挖掘、智能分析等学科背景的老师一般却没有财会专业背景，很难将数字技术和金融知识有

机地结合起来，并以此为基础开展财务专业实践教学。财务管理实训教师的专业素养，需要将业务、财

务与技术相结合，但目前在复合型教师的培养上，还不能满足实训教学的需要。 
综上，应用型本科高校财务管理专业教学改革刻不容缓，势在必行。 

4. 数智化视角下财务管理专业教学改革的优化路径 

结合数智时代背景，应用型本科高校的财务管理课程应在自身特色学科的基础上，发挥原有优势，

将财经、技术与管理相结合，做好面向新时代从业者的培养工作。要把握好市场对人才的需求这一核心，

从人才培养目标出发，更新课程设计、创新教学方案、推动产教融合，构建一套既紧跟时代步伐，又保

持财务特色的培养体系。数智时代下，高校财务管理专业教学改革的优化路径如图 2。 
 

 
Figure 2. Optimized path for teaching reform in financial management education from a digital intelligence perspective 
图 2. 数智化视角下财务管理专业教学改革的优化路径 

 
在财务管理人才的培养上，改革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4.1. 针对数智时代，完善培养目标，健全培养计划 

深入研究我国在“十四五”期间对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相关产业的布局，立足于实施大数据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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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实需求，对在读大学生、毕业校友、在职高校教师和用人单位发放问卷、开展访谈、进行调查，了

解到数字化和智能化发展对财务管理人才的需求，并在业界专家指导的基础上，把“基于数智时代，培

养具有深厚财经素养的财务管理人才”确定为目标。 
根据学科方向和培养方案，把课程建设作为切入点，对现行的教学内容进行优化，以财务数据分析

作为新课程体系的核心，并开设高层次的数智技术实践课程和研讨课。同时，利用广泛调研和专家咨询

等方法，把全新课程体系建立在数智经济、数据科学、财务基础理论之上，涵盖管理、财务、智能技术

等多方面内容，推动财务管理这一学科的升级换代[4]。智能化教学使财务管理知识从传统的静态方式转

变为动态的多元形式，也使学科知识存储数字化、载体多元化。 

4.2. 软硬结合，数智赋能教学模式创新 

一方面，推进财务数智情景的应用，有利于课程的开展。地方应用型本科高校要加速引进智能化的

模拟教学平台，将教学的各个环节之中融入数智时代的特点，发展出更加丰富的模拟教学课程和内容；

运用“移动课堂”的形式，进行“沉浸式”教学，丰富了实践性教学的手段。与此同时，可以充分发挥

以互联网为核心的前沿技术优势，打造优质、高端、且能被学生接受的综合性课程，借助数智技术，选

择优质财务信息，打造专业性教学创新平台，突出数智化教育场景优势。在此基础上，通过对企业行为、

过程和结果的数据进行智能化分析，帮助学生更好地了解“云财务”。通过设计个性化的教学内容、教

学设计和教学互动环节，为学生们提供有针对性、有差异化的教学服务，促进财务管理专业的教学活动

向智能化方向发展，让传统的教学活动变得更加具有吸引力。 
另一方面，地方应用型本科高校应把财会实训室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依托学校的科研实验大楼，

以多媒体室为实训室基础，形成一定规模的大数据实训室。加快构建多形态、开放互动的智慧教室、教

学实验室以及直、录播场地，促进高质量财务管理教育资源的数字化传播。 

4.3. 深化产教研融合，聚焦数智时代的财务管理工作 

地方应用型本科高校想达到进一步完善协同育人机制的目的，就应合理挖掘企业资源，加大校企

联动的力度；利用好现有的社会渠道，提倡实践育人的教学方式；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相匹配，

扩大社会合作，采取科教结合措施，优化应用型高校的育人环境。地方应用型本科高校的财务管理课

程实施，应结合财务管理专业特点，开展深入的校企合作，建立具有“网络共享”特色的产学研结合

平台，将企业的真实职位信息与财务数据相引入[5]。并结合产学研平台，对实训基地进行建设，为学

生提供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机会和教学观摩、实训等场所，从而适应数智化发展的需要[6]。具体可：

邀请企业家到校园，聚集相关大数据应用领域高端人才，开设“校–企”课程，帮助学生更好了解业

界的主流方向；招募数智化财务专家作为师资，对其企业实操经验严格要求，摆脱传统理论课堂；让

学生通过挖掘企业资源，得到更多接触实务数据的机会，来提高学生运用数据的水平；鼓励教师参与

数智化企业的生产实践，把企业工作中培养出的实操能力融入到教学中，为财务管理专业的数智化实

践教学打下坚实的基础。 

5. 结语 

财务管理专业是一个具有明确技能导向型的专业，在向着数字化和智能化变革的途中，我国地方应

用型本科高校的财务管理课程仍存在很大的优化空间。高校想培养再发展能力强、财务技能硬、自身素

质高的复合型财务管理人才，还需基于其自身的优势和特色学科，立足于成熟的理论教学体系，抓住数

智时代的契机，根据应用场景开展数智技术实践教学，进一步优化实践教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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