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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推动高校持续加强管理，加快了高校财务信息化的建设进

程，而财务报销系统是财务信息化的一项重要内容。由于各学校财务报销管理不均衡，业财融合效果不

明显，存在一定的管理问题。文章对目前高校财务报销现状进行分析，在业财融合下，充分利用RPA及
AI人工智能技术，构建财务智能报销系统，并提出优化建议，不断提升高校财务报销管理水平，推动学

校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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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the continuous progres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pro-
mote the continuous strengthening of the management of universities, accelerated the process of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sd
https://doi.org/10.12677/sd.2023.136207
https://doi.org/10.12677/sd.2023.136207
https://www.hanspub.org/


时海东 等 
 

 

DOI: 10.12677/sd.2023.136207 1821 可持续发展 
 

building financi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universities. And the financial reimbursement system 
is an important element of financi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Due to uneven management of finan-
cial claims across schools, the effect of financial integration is not obvious, and there are certain 
management problems.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financial reimbursement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Under the integration of business and finance, make full use of RPA and 
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to build a financial intelligent reimbursement system and 
make suggestions for optimization.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level of financial reimbursement 
management in universities and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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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国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中央及地方财政对高校资金的大力支持，推动高校办学规模不断扩大。随着

“大智移云物”等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加快了高校数字校园、智慧校园的建设步伐，而高校财务信息化是

校园信息化的重要内容。高校规模增长、业务增多、资金量增大，给高校财务管理带来巨大压力，这其中财

务报销反应最为直观，特别是近两年受国际、国内疫情影响，高校财务面对面报销已不能适应学校发展需要。

因此，高校财务应结合学校发展实际，深入分析报销业务活动内容，梳理报销业务流程，将财务管理移至报

销业务前端，把握业务流程关键控制点和潜在风险点，构建“零接触”财务报销管理模式，加快高校财务智

能报销系统的建设步伐，不断提升“业财融合”管理效能，有效降低财务管理风险。 

2. 高校财务报销现状分析 

(一) 高校财务报销信息化程度不够 
高校财务报销与发展规模、资金体量、管理水平等息息相关，有些高校由于规模较小、业务量较少，

财务报销基本延续传统的报销习惯，报销人填制纸质报销凭证，经过相关层级领导逐一签批，财务部门

面对面审核，确认无误后收单，出纳人员办理款项结算[1]。报销流程如“图 1”，过程中如因个别领导

出差或其他原因，报销人将暂停报销业务，等待领导签批后再执行下一环节，严重影响日常工作效率，

阻碍单位事业发展。有些高校规模相对较大、业务量较多，财务报销经过一定的改进和提升，利用叫号

机排队、投递式报销、网络签批等管理手段，但由于财务信息化程度不高，业财融合性较差，各系统相

互独立等问题，一定程度上仍然影响财务报销工作效率和效果，更不能及时分析业务报销过程中可能存

在的风险问题，不能为管理者提供及时有效的科学决策 
 

 
Figure 1. Traditional financial reimbursement business proces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图 1. 高校财务传统报销业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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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高校财务报销与预算管理不能有效衔接 
高校财务预算应根据学校长远发展规划、中短期工作任务等需求进行编制，并固化到预算管理系统

中严格执行，而财务报销是预算执行的重要体现。但个别高校存在预算管理不规范，预算管理未纳入财

务信息化建设，编制过程以学校整体和部分领导意愿为主，未深入结合部门及实际人员需求，编制过程

不细致，执行过程中主要采取人控及人为干预的形式，形成财务报销与预算内容存在偏差，或者部分预

算直接被其他科目或部门挤占，造成预算编制与执行“两张皮”。因预算管理与财务报销未构建有效衔

接，且预算执行审核控制不严，存在财务报销内容与预算脱节的情况，个别学校为保证预算与报销的前

后一致，存在实际完成业务活动后再填制预算审批及财务报销单，造成预算审批形同虚设。 
(三) 高校财务报销未能做到业财融合 
2016 年财政部印发《管理会计基本指引》，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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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业财融合”的雏形初步形

成，受到社会各界广泛认可和推崇。而高校财务对于管理会计认识不够，或者说高校财务日常主要精力

集中于财务核算管理，其中，财务报销占财务核算管理近一半业务，高校财务在报销过程中更多承担服

务者角色，报销人提供各类票据，财务人员对票据的规范性、数字的准确性、业务的合规性进行审核，

通过后办理付款结算。高校财务报销并未了解业务前期的实际情况，若出现不符合报销规定的问题，大

多依据领导的签批意见办理。财务与业务未能有机融合，未能充分发挥财务管理专业优势，掌握和帮助

业务解决实际问题，将疑点和风险控制在业务处理前端，为业务报销及决策者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3]。 

3. 构建高校财务报销系统及优势 

高校财务报销系统作为财务管理平台的一部分，应理清各系统之间关系，根据报销业务类别，重新梳

理报销业务流程，固化到财务报销管理系统中。当前，市场上广泛应用的高校财务报销系统有神州浩天、

复旦天翼、用友软件等，高校可以根据自身实际，选择适当的软件公司，构建财务报销管理系统。当前部

分高校普遍采用比较成熟的线上审批财务报销管理系统，基本能够解决跑腿报销签字问题，而财务报销与

预算编制不一致及排队叫号等问题仍然存在，国内有部门高校采用比较先进的财务报销管理模式，将网络

报销与 RPA 技术与 AI 人工智能技术相结合，建成高校财务智能报销系统。智能系统具有一定的深度学习

能力，报销人仅需要将业务单据拍照上传，系统可以根据票据信息智能识别报销业务类别、内容及金额，自

动生成财务报销原始单据。智能系统可以对生成的票据信息智能审核，确定各项报销业务是否符合预算规定，

根据出差人时间、地点确定住宿费是否合理，交通费、住宿费是否超标，智能审核能够严格执行财务标准和

内控程序，不会因人为原因突破国家或学校的各项规定界限。智能审核完成后，报销人可以将原始单据投递

到智能收单机中，收单机会智能核对票据与审核信息是否一致，核对相符后自动接收，根据业务信息生成报

销凭证，核对不符将拒绝收单，财务人员仅对会计凭证与原始单据进行内部审核，核对无误后出纳办理付款

[4]。智能报销系统生成的数据信息与预算管理、账务系统及业务部门有关数据相互融通，财务可以更好的

参与业务过程，前置解决各类业务问题，并有效保证预算执行。智能报销系统流程如“图 2”，智能报销

系统的填单、收单、审核、生成凭证等过程，大大减少财务人员报销与核算过程的工作量，减少人为因素

出现的错误和风险，有效提高财务管理工作效率，推动高校财务报销规范化、标准化的建设进程。 
 

 
Figure 2. University financial intelligent reimbursement system business process 
图 2. 高校财务智能报销系统业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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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规范业务流程，提升业财融合管理水平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大智移云物”的广泛应用，教育部于 2018 年发布《教育信息化 2.0 行

动计划》，推进教育系统加快信息化建设步伐，2019 年政府会计制度正式实施，标志着高校财务传统管

理模式必须进行信息化变革，财务管理应贯穿于经济业务全过程，即“业财融合”一体化[5]。财务部门

应深入到业务前端，加强业务部门与财务部门的互联互通，这主要应通过信息化建设来实现，而财务报

销与各部门、广大教职工密切相关，财务报销系统与采购管理、科研经费管理、差旅费管理等系统建立

有效衔接，财务部门可以通过预算执行、报销管理，直接或间接获取业务部门真实数据，了解到采购、

科研经费、差旅费的具体情况，为业务部门及时提供资金使用建议。财务部门利用智能报销系统的审核、

收单等智能环节，可以完成财务核算的大部分工作，再配合内部审核、内部控制等加强财务风险防范，

能够有效推动财务核算管理质效。 
(二) 有效执行预算，促进财务资源合理配置 
高校财务报销是经济业务执行的直接体现，智能报销应当建立在预算管理的后端，没有预算、标准、

制度、内控等就无法实现智能审核，无法有效执行智能核算管理。智能报销应建立在校园财务管理平台

基础上，打通预算系统及账务系统等内部端口，将年度预算数据及财经政策、内部控制嵌入到报销系统

中，报销系统依据预算标准、报销内容执行智能审核，可以有效保证预算执行的一致性及业务报销的合

规性。并且根据报销管理判断各部门、各项目预算执行情况，能够有效掌握资金使用进度，通过内部办

公平台及时发布预算执行进度表，帮助业务部门及学校领导做好分析、决策，年度内对个别项目资金、

公用支出中不同类别资金，通过调整预算的方式，及时改变资金用途或调配到需求部门，有效解决资金

不科学、不合理问题，保证资金有效利用和合理配置。 
(三) 智能报销管理，有效提升工作效率 
我国大多数高校财务工作的主要职能仍是财务核算，而财务监督职能发挥的有好有坏，预测、决策、

分析、控制等职能作用较少，主要原因还是财务信息化、智能化程度不够，而构建财务智能报销系统，

能够改进报销业务流程，加强财务内部控制监督，有效深入了解业务部门报销票据实质，智能分析票据

是否规范合理。智能报销系统通过深度学习功能，可以智能分析票据种类、用途，自动生成财务报销原

始凭证，简化了报销人填制各类报销凭证的复杂过程，有效解决个人填单容易出错问题。智能报销系统

可以根据业务内容不同自动生成记账凭证，减少了财务人员收单和日常记账的工作量，有效提升财务核

算工作效率。智能报销系统为领导提供线上签批服务，可以利用计算机、手机等工具随时随地办理审批，

不但解决了教职工跑腿签字问题，也为领导者创造更多的自主时间，有效提高了财务报销的工作效率，

也大大增强了教职工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4. 构建高校财务报销系统优化建议 

(一) 采取渐进式过渡模式，逐步实现内外部系统融合贯通 
智能报销系统给高校财务报销提出更高的目标和方向，大多数学校可能没有能力和实力近期建设完

成，但可以优先采取总体设计、分步实施的方式，先从改进传统报销模式开始，逐渐转变领导对线下签

字审批意识，推行网络报销，开展线上签批，让领导者和教职工感受到报销系统改进后的方便、快捷、

高效，真正理解和接纳财务信息化建设带来的益处。财务部门应优先打通财务内部管理数据，以财务信

息化为总体目标，将财务报销与预算管理、账务管理等系统逐渐建立互通端口，打通财务内部数据壁垒，

保证预算数据与财务报销前后关联，随时掌握预算执行结果，保证财务报销能够自动生成有效的财务凭

证，减少会计人员繁琐的记账过程。建立功能完备的财务信息化，要有长远的战略眼光，预留一定的发

展空间，因此，财务报销与财务内部各系统有效衔接后，逐渐打通资产管理、科研管理、人事管理等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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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系统端口，与外部各业务部门相互融通，建立有效的数据连接，构筑业财一体的信息化平台，推动学

校各项事业再上新台阶。 
(二) 加强财务报销系统宣传与培训 
信息技术给社会带来很大方便，但其原理及内涵很难让人理解，实践应用也需要一个熟练过程。智

能报销系统不同于纸质签字报销，其建设前期需要一个适应过程，财务部门应加强与相关领导的交流，

让领导真正认识到报销系统的优势作用，也应加强与相关业务部门的沟通，让业务部门了解到系统互联

给工作带来的方便和益处，不断争取领导与业务部门的理解、支持与帮助[6]。报销系统建设完成后，报

销人需要在计算机或移动端操作，财务部门应加大报销系统的宣传与培训工作，让广大教职工能够认识

系统、使用系统，可以组织教职工参加系统操作业务培训，讲解各项业务报销流程、操作方法，并印制

规范化财务报销操作手册，制作相关业务讲解视频，让广大教职工能够在最短时间内了解、掌握报销系

统的使用方法，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需要财务人的大力宣传和不断努力，取得学校多方面的认可和支

持，方能将财务报销系统建设和使用的更好。 
(三) 加强财务人员业务学习，不断提升自身素质 
财务报销系统能够有效减少财务前期会计审核与核算的工作量，但信息系统本身专业性较强，且财

务人员大多缺乏信息技术专业知识，对于信息系统一般仅能进行简单的应用操作，若出现数据问题或系

统故障主要依靠软件公司专业人员来解决。因此，高校财务部门需要拥有具备信息技术的专业人才，可

以外部引进或者财务内部培养，也可以利用学校现有信息技术专业人才，签订内部用人协议，与财务人

员共同学习报销系统建设过程中各类专业知识，方便日后做好系统宣传与维护工作[7]。财务部门应建立

内部业务培训学习机制，定期组织财务人员集中或分组学习、讨论，不断提升财务人员整体使用与管理

报销系统业务能力。学院财务部门还可以与软件公司建立合作，选派人员分批次进行专项培训，或者购

买相关培训资料，定期组织内部学习，并进行验收测试，保障财务报销系统高效利用。 
(四) 加强财务信息系统安全风险防范 
高校财务报销系统通过网络传输，会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数据如果泄露或丢失将造成无法挽回的

损失，因此，高校财务部门应高度重视信息系统安全风险防范工作，保障财务数据、经济业务有序运行。

第一、做好职责分离内部控制，根据不同岗位、职责设置系统不同权限，通过软硬件加密等手段控制资

金进出[8]。第二、做好数据及时更新和备份，使用软硬件定期对财务信息系统进行更新升级，查摆系统

漏洞，及时更新优化，设置自动备份功能，并自动将备份数据保存指定的多个位置，做到一处数据损坏

后能够快速恢复系统。第三、做好软硬件加密，可以购买专业软件公司云服务管理及防护措施，或者学

校建立统一的信息化防护机房，配备相应的 VPN、防火墙、杀毒软件及堡垒机等，构建一体化防护网络，

全面保护系统安全和数据运行稳定。第四、做好安全风险防范预案，财务部门或学校成立信息系统安全

防范小组，遇到突发事件可以启动应急风险防范预案，及时解决遇到的各类风险。 

5. 结语 

高校财务报销系统不是简单的一个操作软件，而是高校财务信息化建设的一部分，财务部门需要占

在学校发展的角度，深入谋划报销系统的构建，可以采取总体设计、渐进式实施的方式，将财务管理工

作移至业务前端，深入理解业务部门报销内容、政策、标准等，梳理业务流程，制定与之相适应的财务

报销管理制度，将制度、流程嵌入到财务报销系统中，促进业财有效融合，构建智能化报销管理系统，

推动学校高质量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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