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odern Management 现代管理, 2023, 13(5), 606-611 
Published Online May 2023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mm 
https://doi.org/10.12677/mm.2023.135078   

文章引用: 靳朝霞. 大数据背景下的智慧财务建设思考[J]. 现代管理, 2023, 13(5): 606-611.  
DOI: 10.12677/mm.2023.135078 

 
 

大数据背景下的智慧财务建设思考 

靳朝霞 

北方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北京 
 
收稿日期：2023年4月11日；录用日期：2023年4月28日；发布日期：2023年5月31日 

 
 

 
摘  要 

应国家政策的号召和行业发展的需要，财务管理需要向智慧化转型，本文基于当今时代特点，从智慧财务

发展背景出发，思考智慧财务应具有的内涵，了解智慧财务的基本特征，设立了一套智慧财务体系框架，

梳理了智慧财务建设的基本思路，提出了智慧财务部分具体建设路径，希望为相关企业提供经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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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sponse to the call of national policies and the needs of industry development, financial man-
agement needs to transform to intelligence,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urrent era, starting 
from the background of smart finance development, this paper thinks about the connotation of 
smart finance, understands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smart finance, establishes a set of smart fi-
nancial system framework, sorts out the basic ideas of smart finance construction, puts forward the 
specific construction path of smart finance, and hopes to provide experience for related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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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4 年 10 月 27 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全面推进管理会计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提出了管理会

计的定义，即通过有效结合财务与业务的流程，在企业规划、决策、控制和评价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

管理活动。2016 年 6 月 22 日，财政部发布了《管理会计基本指引》，进一步明确“单位应用管理会计，

应遵循融合性原则。管理会计应嵌入单位相关领域、层次、环节，以业务流程为基础，利用管理会计工

具方法，将财务和业务等有机融合”[1]。 
随着通信技术的发展，大数据、云计算、下一代通信网络、物联网、移动互联、三网融合等新一代

通信技术快速在多项领域应用起来，“互联网+”的思路更是在促进跨界融合，推动传统行业进行转型升

级。具体而言，技术发展使得传统会计行业很可能被机器替代，但企业的经营发展又不可能完全脱离财

会部门，在此背景下，构建智慧财务管理体系显得尤为重要。 

2. 智慧财务概述 

2.1. 基本内涵 

智慧财务的智慧主要体现在整合信息资源、深度参与流程再造、全程风险管控和战略协同四个方

面[2]。 
智慧财务是继承和发展业财融合的优势，把会计作业从传统的后端提到了前端来，使财务作业流能

与业务流同步，实现财务从记录价值到实时创造价值转变。智慧财务系统将广泛连接各项业务数据接口，

通过分析打通系统数据的隔膜，梳理数据脉络，尽可能从业务源头开始把控风险，以对后续的各项决策

进行提前规划。 
智慧财务不仅能进行全程的风险管控，更重要的是聚焦价值链管理[3]。区别于现有价值链管理的核

心逻辑，智慧财务的价值链管理认为价值的实现并非仅在产品的生产流通环节，与其相关的要素也不仅

仅是与产品的生产相关，而是要将产品生产的全领域关键要素信息化，分析并架构该产品的盈利模式和

实现过程，然后通过数据分析找到关键价值要素并寻找其提升和优化方案，最终实现产品盈利能力最大

化。 
智慧财务能固化核算规则，完全实现机器人自动化账务处理。目前的财务软件已经可以在期末自动

生成财务报表，再次基础上，智慧财务还能够实现业务流和财务流的同步，记账凭证也能够自动做出。

智能化解析合同和智能化报销管理的人机交互也是智慧财务的“智慧”体现。 
智慧财务将财务和大数据互联网技术进行有机结合，持续深化大数据服务，除了上段提到的实现财

务机器人的自动核算，还能进行机器学习。通过对大量数据库的分析，机器人不断修正自身算法，将展

现辅助决策的职能，甚至能自主运行[4]。 

2.2. 基本特征 

智慧财务区别与既有财务体系将具有协同性、实时性、远程性和依赖性四项基本特征。 
协同性是指财务管理与企业战略及业务的协同，从传统企业经营中业务、财务相对独立，到业财相

互协同，同步开展。实现更灵活的业务协同，即实现业财系统间数据的自动交互，应用数据算法模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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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不同业务场景下的前瞻性预测，提升财务对业务需求的响应速度，充分发挥业务伙伴的作用。 
实时性是指在大数据技术的辅助下，财务人员能够在最短时间内获取相关的经营和财务数据，借助

信息系统和智能技术实现重复性操作的自动处理，将智能技术嵌入产品或服务中，为各级用户带来更为

高效便捷的体验，企业的财务管理工作能够实现实时控制，为企业实现更高效的运营服务。 
财务控制工作的远程性是指企业有了更深入的数据应用，物理世界数字化程度的提升使得充分、全

面收集和存储内外部数据成为可能，财务成为企业数据的生产者、收集者、管理者和应用者，突破物理

距离和部门间的层级距离，助力管理人员对其他区域的业务进行监控。 
依赖性特指运用智慧财务进行管理的企业对现代化信息系统的强烈依赖。现代化信息系统以开放的

系统架构为依托，与外部利益相关者实现更深入的连接，促进企业与政府、金融机构、供应商和客户等

进行更深入的互动，带动价值链上下游各方的有效联动与共同发展。 

3. 智慧财务体系框架 

智慧财务管理体系以“互联网 + 财务”思想为引领，以信息化、共享化和精益化作为推动力[5]，
在一体化数据共享平台上，以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贯穿始终为基础，充分应用公司在人、财、物、生产、

经营和管理方面的海量数据资源，在资本金融、战略管理、核心业务、财务管理及税收筹划等方面进行

全方位地分析、预测与监管，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Smart financial system framework 
图 1. 智慧财务体系框架 
 

一体化数据共享平台作为系统数据中枢，也是支撑其他所有活动的基础，主要负责定义数据的规则、

结构与接口，基本职能是存储和输出各类业务、财务数据，包括结构化数据和非结构化数据，拓展功能

是破除系统之间信息隔阂，形成成本最优化数据集成中枢，进行财务数据集约应用[6]。 
基于数据共享平台的五大应用模块是资本金融管理、战略管理、核心业务管理、智能财务管理和税

收筹划管理。资本金融模块下按照资金流向分为投资管理、筹资管理；按照金融资本的表现形式分为股

票管理、债券管理、基金管理和信贷管理部分。战略管理模块负责进行运营结果分析，制定和修改战略，

内嵌绩效管理系统作为战略实施的数字化呈现，可实时了解战略落地进度；核心业务管理模块主要是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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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企业主营业务的生产、运行和销售工作，采购管理、库存管理是重要准备环节，运营管理起着中流砥

柱的作用，此外项目管理和合同管理也纳入其管理范畴；智能财务管理模块下财务会计和预算会计同等

重要，包括基础的核算管理、资金管理、报表管理等，银企互联、自动对账等助力财务管理成为资金智

能管控平台；考虑到大型企业的税收也有很大的体量，税收筹划也作为一个单独的模块，允许和鼓励企

业在合法合规的情况下进行筹划运作，为企业做进一步精细化管理，创造价值。 

4. 智慧财务建设思路 

智慧财务总体建设思路概括为五句话，分别为领导重视是前提，部门协同是基础，系统支撑是关键，

业财融合是核心，服务转型是目的。 

4.1. 牢固技术手段 

信息技术手段是智慧财务建设的关键支撑，“大智移云物链”特指大数据、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

云计算、物联网和区块链一众技术，在财务领域也逐渐成为了一个常用的专有名词，在智慧财务的建设

过程中这些技术不可或缺，此外还有 CMIS 集成技术、OCR 结构化扫描技术、语音/面部/指纹识别技术、

影像集成技术等，要想建设好智慧财务系统，就要持续不断学习和运用新的技术手段。 

4.2. 重塑管理手段 

智慧财务建设需要重塑企业的管理手段。首先要引入管理划小理念，将企业的管理划分为三层次、

多单位的管理核算单位。三个层次是应扁平化的组织管理需求最少需要的层级设置，分别是子公司层、

责任部门层和项目开展层。多单位的管理核算单位是大力支持划分小单位承包人，在全集团统一各项标

准的情况下，设置底线要求，尽量放权，用激励手段盘活各小承包单位的活力。 
其次在共享数据平台层面，需要整合全域财务人员，数据共享平台的管理人员需要既有财务专业能

力，又有一定的计算机知识背景，这部分基建型工作需要与财务管理部门合作办公。 
最后在企业运行的关键要素方面，需要重构组织、人员、流程以及标准。首先是厘清各级管理层的

职责，减少财务层级，将传统分散、分层的会计核算转并为集中核算、多户收支转变为公司统一账户收

支。其次是功能化定负责人员并严格执行轮岗换岗制，促进核算部门、职能和对象专业化[7]，如职能专

业化是特定子模块内员工只负责辅助机器接收单据并提供扫描件，或只负责对扫描件的机器核算与处理

的例外情况进行处理，又或只负责对梳理结果的制单情况进行复核监督。再次是统一制定业务流程与子

流程，达成核算自动化，保障高质量核算，如预算编制流程、预算调整流程、资金收入流程、资金支出

流程的统一可以强化其监管，确保资金的安全性与完整性。最后是各业务标准的统一，包括会计核算标

准、资金管理标准、财务报账稽核标准、附件扫描标准、全面预算管理标准等的统一[8]。 

5. 智慧财务建设路径 

依托全面预算管理平台，制定流程风险防控体系，推行科学编制预算，实现预算全链条管控和储备

项目智能审核，内设标准化业务制度，注智会计核算体系，智联资产管理，协同共享业财融合。 

5.1. 智能全面预算管理 

全面预算管理首先要突出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将项目的分类体系进行优化，按照立项优先级对项目

排序，筑牢预算编制基础，以推动下一步预算资源配置的科学化。其次预算管控要注重实效。运用机器

人进行全业务部门、全项目类型、全标准成本的“三全”实时监控，自动收集设备状态数据，开展标准

作业成本投入和作业效率评价，定期召开预算推进会推动预算产出实质性效果。最后预算调整转向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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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年度预算是基础，总会有非常规情况出现，需要对之前的预算作补充，机动预算机制是总公司年度

预算调整机会之外的调整保障机制，可以提升预算安排的灵活性，以确保重点任务的时效性。 

5.2. 全面风险防控 

财务稽核是规范企业经营行为和提高财务管理质量的重要手段，在风险管理系统中具有举足轻重的

地位。基于互联网信息技术，建立规则完善的监督体系，深度融入循环风险防控模式，开展人工监督和

技术监督，实现 7 × 24 小时全方位、无死角风险防控。全面风险防控建设的第一步是将业务数据库和财

务数据库进行关联，海量数据便可实现一键查询，将所需数据整理出来后探究深广应用；第二步增强系

统的校验功能，即确保业务流程合规、完整，加强风险管控力度。 

5.3. 注智会计核算体系 

注智会计核算体系需要移动通信技术的支持，构建的该体系能够进行内网、互联网和移动端三位一

体的全业务核算联动[9]。首先要搭建原始凭证电子化体系，利用虚拟影像技术上传票据信息，采用影像

系统进行存储，进而提升会计档案管理水平，在源头上保证会计信息质量。其次是在线自动校验审批，

内设标准化业务制度，利用一体化数据管理平台系统控制，借助计算机逻辑管控规则，将原始凭据影像

和财务数据仓库以及税务联网系统信息进行比对，快速发现重复情况或不一致情况，及时进行系统提醒。

最后是移动财务办公，“互联网 + 财务”的移动财务应用，可以充分发挥移动端携带方便、传递速度快、

使用频率高的优势，能突破时间限制和空间限制，允许用户在任意时点进行业务操作，满足数据实时推

送、实时处理、动态追踪等业务需求。 

5.4. 智联资产管理 

对资产全寿命周期管理是智慧财务精细化管理的又一体现，传统财务分析中，资产周转率并不是一

个重要的指标，因为这部分指标为企业带来增量的空间十分有限，资产的寿命和产出管理弹性不大，一

般是固定的，深入开展资产划小理念，特别是对新型无形资产进行研究，完善其认定标准、管理模式及

折旧政策，对于提升资产全周期管理水平具有重大的积极意义，拉长资产产出周期，可以为企业创造增

量价值。 

5.5. 协同共享业财融合 

数据的价值在于使用，一体化数据共享中心可以实现采购数据、生产数据、营销数据、银行数据、

财务数据的常态交互和实时共享[10]，建成跨业务、跨领域的数据交互平台。从强化资金管控入手构建业

财融合管控体系，包括银行流水数据管理、营业数据管理、资金管理、银企对账管理等，实现对票据全

过程、函证在线、台账管理等功能的实时管控，使得财务在资源、信息和管控方面的效用最大化，由新

兴技术推动运营模式的创新升级，达到提升效率、降低成本、加强管控、创造价值的目的。 

6. 结语 

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企业要紧紧把握数字化改革的机遇，以“互联网 + 财务”思想为引领，加快

智慧财务体系建设，实现财务会计向管理会计的成功转型。在智慧财务管理模式下，通过大数据、云计

算等先进的技术保证财务数据能够做到实时准确，从而为企业的决策者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撑。 

参考文献 
[1] 陈春芳. 基于业财融合的互联网企业智慧财务建设研究[J]. 质量与市场, 2023(6): 97-99. 

https://doi.org/10.12677/mm.2023.135078


靳朝霞 
 

 

DOI: 10.12677/mm.2023.135078 611 现代管理 
 

[2] 叶怡雄, 刘中华. 集团企业智能化财务共享中心建设研究——基于智慧财务的视角[J]. 国际商务财会, 2019(10): 
35-38. 

[3] 高雷. 从共享财务向智慧财务演进的实践思考[J]. 会计师, 2018(19): 14-15. 

[4] 张然. 智慧财务共享是财务管理的颠覆式创新[J]. 中国电业, 2021(10): 84-85. 

[5] 吕桂萍, 赵军, 徐中中, 余昊, 蒯成. 大型供电企业智慧财务管理体系[J]. 创新世界周刊, 2021(10): 56-65. 

[6] 杨一渠. 大数据下医药电商企业智慧财务体系探析[J]. 财会学习, 2022(6): 11-13. 

[7] 葛艳. 基于财务共享中心的“智慧会计工厂”构建[J]. 国际商务财会, 2022(2): 12-14. 

[8] 王泽煜, 陈叶君, 李亚希, 徐继红, 余泳, 严明利, 邹勇. 探索烟草行业财务转型 开启智慧财务建设新篇——遵

义烟草商业财务共享服务中心建设实践[J]. 中国总会计师, 2018(11): 26-27. 

[9] 李庭, 刘广鹏, 付佳枫, 等. 数字化转型下智慧财务管理共享体系建设研究[J]. 中国市场, 2023(9): 196-198. 

[10] 杜娟. 财务共享服务模式下企业智慧财务数字化转型探究[J]. 投资与创业, 2022, 33(3): 110-112. 

https://doi.org/10.12677/mm.2023.135078

	大数据背景下的智慧财务建设思考
	摘  要
	关键词
	Thinking on Smart Financial Construc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Big Data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智慧财务概述
	2.1. 基本内涵
	2.2. 基本特征

	3. 智慧财务体系框架
	4. 智慧财务建设思路
	4.1. 牢固技术手段
	4.2. 重塑管理手段

	5. 智慧财务建设路径
	5.1. 智能全面预算管理
	5.2. 全面风险防控
	5.3. 注智会计核算体系
	5.4. 智联资产管理
	5.5. 协同共享业财融合

	6. 结语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