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37卷    第1期                 河 北 工 程 大 学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Vol.37   No.1 

2020年 3月            Journal  of  Hebe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Social  Science  Edition)            Mar.2020 

[投稿日期]2020-01-20 
[基金项目]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编号：HB19JY040） 
[作者简介]高婉莹（1990-），女，河北石家庄人，讲师，在读博士，研究方向：会计学、管理学、教育学。 

人工智能背景下高校会计专业人才培养 
高婉莹，安帅 

（河北工程大学 管理工程与商学院，河北 邯郸 056038） 

[摘  要]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日益普及化，在会计专业的教学中往往需要引入更多的信息化技术，

以此更好地提高会计工作的效率，从而满足社会的发展需要。在会计领域运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

数据的优化和处理是当下会计专业人才培养的重要目标之一，而在当前情况下，我国的许多高校

在对会计人才培养过程中仍然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因而文章主要基于当下校会计专业人才培养

的基本情况进行优化策略的探讨，以此更好地提升学生的信息化技术运用能力，让其成为推动社

会需要的高素质复合性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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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人工智

能在人们的生活与工作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为了让学生能在后续的工作中充分发挥人工智能的

优势，高校在对会计专业学生培养的过程中，需要

积极地引入人工智能技术，让学生能够在数据优化

的过程中了解并掌据信息化技术的基本操作，从而

提高会计工作的整体效率。会计人工智能的问世让

机器替代人工成为了可能，因而为了更好地提升会

计专业学生的不可替代性，就需要提升其综合能力，

让其能够应对不同形势的会计工作情况，以此应对

信息浪潮对人工的冲击。高校作为为社会输送人才

的关键阶段，需要根据不同的形势特点进行人才培

养方案的调整，以此更好地提升社会工作的可行性。 

一、人工智能对会计行业的影响 

（一）资产使用透明高效 

人工智能系统能够使规定资产的使用更加贴近

透明化，对于其中的“累计折旧”项目，使其数值

更加公开透明化，通过定期对其中存在的余额进行

清算，对固定资产的维护资产盘查。人工智能系统

中新设立的累计折旧一栏使得会计的核算成本更加

明确，同时也使得界线模糊的资产更加明确，能够

进行简便的清算和结算。 

（二）新资产科目控制虚假增长 

人工智能系统更加明确各种项目支出和收入情

况，能够使新资产科目减少虚假增长的现象。人工

智能系统明确规定了成本支出以及收入的范围，能

够实现对资产的有效控制，从而使得企业的资产项

目更加有序化，同时也能更好地完善企业对资产的

管理制度，这也是相对于旧制度而言所具有的优势。

所有的资金项目从固定账户内进行批扣，能够实现

资产的记录性，同时也能使会计工作方式更加透明

化和公开化。 

（三）资金流动条理化 

控制资金流动的方向是实现会计工作有序化的

重要前提。因而在人工智能系统中明确提出了根据

企业结构实行对资金流向的管理。在医疗行业的资

产中不仅包括了现金流，同时还包括“有形资产”

和“无形资产”，并对其进行综合明确的管理，使

得其在使用过程中有章可循，避免财务人员投机取

巧，将资产进行转移。正因为人工智能系统中规定

的透明化，使得净资产和债务催还也日益有条理，

实现有序化管理。 

（四）改进相关监控和预警体系，提高账款的回收率 

公司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完善收入监测制度, 

而这一制度应涵盖所有监测部分, 如出售贷款、应

收账款、预警等。应收账款的监测和预警系统在当

下还处于相对未成熟的状态，因此必须不断改进。

各部门必须努力为更有效的应收账款管理作出贡

献，财务处必须分析和管理应收账款，考虑按现行

价格计算应收账款实收的费用。虽然在企业销售中，

信贷和营销是同时运行的，但也要控制信贷的额度，

相互互动，相互观察，相互支持，以及促进营销产

量和应收账款的回收率，实现企业双方的共赢。此

外，为了提高成本回收率，企业必须改进内部对财

务资金的控制，特别是严格控制信贷的限度，提高

会计工作的能力，对于信用不达标的商业客户，要

严格缩减应收账款，以降低坏账准备的出现比率。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对应收账款加强管理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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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要尽可能地签定相关合同，而不可因为长期的

合作关系出现虚无的供货现象。唯有签订了相关的

合同文件，才能让企业在利益受到损害时，能够按

照合同条件捍卫自己的权利，防止欺诈行为的出现。 

（五）加强应收账款的动态跟踪，掌握账款动态信息 

企业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加强动态监测和日常工

作,以此确保应收账款及时获得最新的信息和决策

列表。首先，人工智能技术将对其进行调查和分析

应收帐款的基本情况。对于企业来说，应收账款的

收回意味着产品成本的收回和利润的生成，金融业

务必须要每一天都进行业务的查询和审计。会计工

作者也要对应收账款状况进行科学的分析，并作出

相应的规范，而后执行它。其次，要建立企业与客

户定期调节的制度，定期核实应收账款信息，定期

接收客户信息，分析客户信息，防止不良情况出现，

并在坏账准备前提下更加迅速地通知逾期未结清的

应收账款，以便其及时了解哪些款项，并提醒注意

相关应收款雇员，让审计部门核实应收到应收款，

通过这些措施加强对应收款的管理，并提高企业的

供资水平。 

二、高校人才培养计划现状 

（一）高校会计专业教学目标缺乏明确的认识性 

高校会计专业教学由于其学科的重要性，许多

高校在进行教学目标设置时，往往会存在一定的理

论偏向性性，正由于高校会计专业教学目标缺乏明

确的认识性，致使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存在教师不

重视信息化引入的现象，同时也难以提升学生参与

会计科目学习的积极性。其次，由于教学目标的粗

略性，在会计专业课程的设置上存在着教学模式单

一的现象，忽略对学生信息化技术能力的培养，从

而难以加强学生的综合素质。 

（二）会计专业课程评价的全方位价值管理不足 

由于受到应试教育的思维影响，在许多的高校

教学评价过程中往往采用单一的测试成绩评价的方

法进行学习成果的检验，而这并不能体现学生能力

的全面性，同时还可能由于过分追求考试成绩，而

忽略了对实践能力的培养，这将不利于我国综合性

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 

（三）会计专业教师信息化教学意识不足 

会计专业教师作为信息化教学引领者，唯有不

断强化自身的信息技术运用意识，并将其运用到实

际的教学过程中，才能更好地提高会计专业教学的

信息化水平。然而在当前情况下，许多的会计专业

教师并没有充分重视信息化教学，仍然采用传统的

教学方法进行会计专业教学，由此不仅影响了现代

化信息技术的运用，同时还影响了会计专业教学的

效率和质量。其次，则是一些会计专业教师缺乏对

信息化教学方式的认同感，因而在进行教学的过程

中出现抵制结果，由此影响会计专业教学的创新性。 

（四）会计专业信息化教学设施与人才配备有待增强 

为了更好地保障高校会计专业信息化教学的开

展，需要配备相应的信息化教学设施与人才。但在

当前我国的许多高校中由于资金等多种因素影响，

在信息化设备上的投入仍然存在薄弱环节。同时，

信息化设备在日常的会计专业教学中运用的频率也

相对较低，更多是运用于传统意义上重点专业科目

的考查，因而，对于会计专业教学而言，其在基础

设施保障上还有所欠缺。其次，则是在人才的配备

上仍然有较大的需求缺口，其原因就在于对于任教

多年的会计专业教师而言，其对信息化技术的运用

程度较低，同时由于其教学模式的固化，使得其教

学模式缺乏相应的创新性，正由于人才配备上的不

足，使得会计专业信息化教学质量难以提高。 

三、高校人才培养计划调整建议 

（一）引入现代化教学手段，提高教学质量 

由于会计专业在进行教学时具有一定的抽象

性，因而就需要积极地运用现代化手段，提升会计

专业信息化技术运用的形象性。通过现代化的手段

能够更好地将课程所涵盖的专业知识进行系统化的

讲解，并且对其中涉及到的数据优化流程和人工智

能技术进行展示，能够更好地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

性。例如在进行会计账款制作流程这一课的讲授时，

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对学生进行会计账本中的各

种项目内容、信息技术运用的演示，让学生能够直

观地了解制账的具体流程。其次，教师还可以进行

现代企业的实地会计账本制作过程考察，并运用摄

像机进行一手资料的收集，给予学生更多的教学资

源，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此外，教师还可以让学

生进行制账流程的视频制作，通过其思路可以对学

生的知识掌握水平有基本的了解，从而获得良好的

教学效果。 

（二）提升课程模块之间的衔接性 

会计专业中的制账流程往往是相互衔接的，因

而为了更好地提升学生的学习质量，就需要提升课

程模块之间的衔接性。例如在会计专业课程中应收

账款和应付账款，这两个知识点并不存在必要的联

系，而在课堂上进行综合解释时，难免会增加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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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课程负担，同时学生也会因为专业名词的相似性

而在含义上造成混淆，因而为了更好地提高课程教

学的模块化，就应将具有相关性的知识结合起来，

形成一个清晰的思路，从而让学生能够更好地对课

程知识进行吸引和掌握。在传统的会计专业课程教

学中存在着不同课程模块之间严重脱节，这是高校

在培养复合型专业人才时面临的重要挑战，因而为

更好地提升会计专业教学质量，就需要运用人工智

能技术让课程呈现模块化，让互相之间存在关联的

知识点放在了同一课程中，从而简化会计专业课程

教学的复杂性。 

（三）加强师生交流，提高学生的自学能力 

对于会计学科的学习，课堂教学的时间是有限

的，因而就需要师生之间加强交流，并在课后时间

进行针对性地训练，以此提高自身对会计学科信息

化技术的把控能力。其次，还需要利用计算机网络

进行会计学科学习资源的查找，对其中的技能要领

进行学习，以此提高自身的自学能力，优化会计学

科的信息化技术技能结构。再者，教师在课堂教学

过程中也要给予学生更多的训练时间，并对其中存

在的问题进行纠正，提高学生的信息技术技能水平。

此外，教师也可以通过创建网络交流平台的方式与

学生进行课后的交流和指导，对学生提出的问题进

行线上答疑，以此提高问题解决的实效性。最后，

通过多媒体的教学方式，可以更好地实现课堂教学与

课外自学相融合的目标，以此取得更好的学习效果。 

四、结语 

人工智能的出现是时代进步的产物，在人工智

能技术快速发展的情况下，许多工作步骤将被机器

取代，尤其对于会计专业的学生而言，其主要面向

的是数据类工作，而人工智能技术可以以更快更优

的程序对数据信息进行处理，以此降低会计信息的

错误率。高校在对会计专业人才培养过程中，应改

变传统的教育模式，提高会计专业的学生的自身综

合性能力，以更好地满足社会的发展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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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ining of accounting professional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AO Wan-ying, AN Shuai 

( School of Management and Business, Hebe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Handan 056038, China ) 

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ing popularity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mor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s often 

needed in the teaching of accounting major, so as to better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accounting work and meet the 

needs of social development. In the field of accounting, us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to optimize and 

process data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objectives of the training of accounting professionals. In the current situation, 

many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our country still have many shortcomings in the training process of accounting 

talents. Therefore, 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the optimization strategy based on the basic situation of the training 

of accounting professionals in the current university, so as to To improve students' ability of usi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make them become high-quality compound talents to promote social ne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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