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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大智移云”时代高校财务智能报销模式 
赵宝逸 

（河南师范大学  河南新乡  453007） 

摘要：为了适应“大智移云”背景下经济和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及应对全球“新冠” 疫情的影响，高校财务报销模式转型

势在必行。本文分析了传统高校财务报销模式的现状及弊端，提出了“大智移云”背景下高校财务报销模式的新举措，为“大智移

云”背景下高校财务报销工作提供借鉴，希望能够为破解高校“报销难”困境贡献微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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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状况，不难看出我国高校发展驶入快车

道。近年来，高校教育事业，特别是科研事业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

党中央的关怀下，高校事业收入无论是总额上还是来源上都有显著

增加，科研收入尤其是横向科研的收入占高校事业收入的比重不断

提高，高校财务管理面临的冲击和挑战也是前所未有。而作为高校

财务管理中基础、核心环节的财务报销工作，更是首当其冲。如何

打破旧的人工报销的桎梏，一度是困扰高校财务发展的大难题，“大

智移云”时代的到来为高校财务报销步入智能时代提供了契机和技

术手段。新技术和智能机器人等举措的实施能在很从大程度上改善

高校“报销难”的现状。 

“大智移云”即大数据、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

智移云”时代，整个会计行业受到了很大冲击，新的信息技术对会

计工作产生了极大影响，传统的财务报销模式已经无法满足信息时

代高速发展的高校管理要求，逐年增加的财务业务活动、特别是国

家加大对科研投入之后，使得财务的“报销难”问题更是雪上加霜。

在推行智能报销的过程中人工智能可以通过智能拍照识别、智能导

入凭证等提高财务报销、会计核算效率，同时大大提高准确率；“大

智移云”时代特别是 5G 网络技术的应用，很多业务突破了时间和

空间的限制，极大提高了师生的报销效率；在充分考虑财务基础规

范及符合内部流程控制的基础上，高校应该充分利用信息化技术、

智能机器人等手段，积极推动财务智能报销，优化财务报销流程，

创新财务报销模式，为师生提供“一门式”服务，让财务人员从繁

琐重复的工作中解脱出来，实现更加智能化，标准化、人性化的报

销新模式。 

一、高校财务报销模式现状 

直至信息时代到来之前，高校普遍采用财务报销模式是：对于

已经发生的合法合规的经济业务，报销人取得发票、车船票、飞机

票等票据后，自行整理并按照要求将票据粘贴在报销单上，材料费

填写普通报销单，差旅费还需要填写差旅审批表及报销单，拿着报

销材料及填写好的审批表、报销单去找经费审批相关负责人逐级面

对面审批即所谓的面签，审批完成后再去财务部门，通过排队或者

叫号的方式办理报销业务；而财务人员收到报销单后，当场审核原

始票据和审批记录，审核不合格直接退还给报销人，审核合格后手

工录入财务系统，再经过复核人员审核后，由出纳完成支付。这种

模式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线下财务报销模式其优点是报销过程中碰

到的问题能够当面沟通及时解决，反应迅速反馈及时，缺点是针对

报销手续有问题的老师来说手续不合格意味着需要从新再走一遍流

程，其中面签就是整个环节中 显著的症结所在，其弊端就报销人

要找到审批人当面审批，众所周知，大部分审批人都是科研教学或

科研行政双肩挑，工作繁忙，这就导致报销人要在不同的经费审批

人之间来回奔波导致整个报账周期战线过长，从而也使得报销人无

法及时拿到垫付资金，更容易激发矛盾，这也是“报销难”问题关

键症结所在，特别是到关键节点：项目结项期满项目资金未使用完

毕面临资金收回，年末等特殊时点，更是早早排长队、一号难求，

报销人员提着成袋的发票无法排号报销，而财务人员每天待在嘈杂

的环境中面对庞大的报销队伍，加上很多报销单据杂乱无章，冗繁

复杂，也很容易心浮气躁，这样的情景状况下很容易导致财务人员

和报销人员的矛盾和冲突，造成了财务部门“脸难看，事难办”的

不良影响。随着国家加大对高校资金的投入以及业务规模的不断扩

大，这种所谓的全程线下的财务报销模式已经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随着社会发展进入智能时代，再加上 2019 年突然爆发的 “新

冠”疫情，对办公模式提出了新要求：“零接触”、“线上办公”等等。

在这种大环境下迫使大部分高校采取网上预约报销的模式。所谓的

网上预约该报销模式报账人通过内网进入财务系统，在系统中选择

需要报销的种类：普通报销、差旅费报销、酬金发放、资产报销等

根据不同类别报销的要求填写报销的经济内容、金额、支付方式等

信息同时预约选择报销日期及时间段，生成预约报销单，推送给财

务一支笔电子签批，财务人员在财务系统中审核然通过审批的预约

单，审核无误后无现金支付。当然这种模式需要高校已经推行线上

办公系统及先进的互联网技术支撑。网上报销模式具很多优点：1、

报销人与财务人员信息对称传递及时；报销效率高、信息对称性高、

资源整合性强、管理理念先进、办公环境舒适等优点，同时该模式

也需要有较强的制度、组织保障，先进的网络安全和平台管理技术，

以及需要财务及报账人员具备较高的计算机操作水平和专业素养。 

二、“大智移云”时代高校财务报销转型展望 

有句话说的好：挑战即机遇，2019 年中国面对“新冠”疫情这

个巨大挑战所展现出的大国风范震惊全世界，突如其来的灾难并没

有难倒中国人。当然疫情也给高校的财务工作带来巨大的挑战，高

校财务人员应当发扬医务人员不畏艰难的精神充分发挥智能信息化

的效用，抓住智能化时代这个机遇，推进优化高校财务报销模式的

转变。面对“大智移云”时代应运而生的更新更高的要求，高校财

务可以通过创建云端财务报销 APP，档案存储电子化、引进智能财

务机器人，搭建财务智联平台，对当前的模式进行查漏补缺扬长补

短，以达到提升高校财务报销效率和服务质量的目的。 

1.创建财务报销 APP 

单单从预约难的角度分析，所有的高校使用的都是局域网，这

就对预约的空间有很大限制，虽然在校外区域可以使用 VPN 但仍然

不能实现随时随地预约，“大智移云”时代的到来，以及智能手机的

出现为实现突破空间预约提供了软件和硬件支撑，创建 APP 报销人

员可以通过手机登录预约报销，所有审批手续也在线上完成，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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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如果审核不通过直接退回并反馈报错信息，时效性高；如果

审核通过则自动会推送给下一步审批人，不会再因为审批人出差、

因疫情需要居家办公等情况出现无法审批耽误报销的情形，也实现

了“零接触”办公的需求。报销过程可以在 AAP 上实现时时跟踪，

报销信息是否有误，财务人员是否审核完毕并入账，是否已完成复

核，支付进度如何等等，一目了然，不用像线下报销一样，材料报

送到财务部门就音讯全无，如果想知道支付进度等事项还需要打电

话咨询，既繁琐又浪费时间。 

2.引进 RPA 智能机器人 

RPA 的全称为机器人流程自动化（Robotic Process Automation），

主要的功能就是将工作信息与业务交互通过机器人来按照自先设计

的流程去执行。这样如果当工作信息与业务交互过多时，RPA 就可

以高效解决这些复杂的流程，节约人工成本。 

通过引进财务机器人，由机器人代替人工处理高频、重复、繁

琐的操作，实现业务处理的智能化，提高业务处理的效率。财务机

器人与人工操作相比，能够严格按照设定的规则和程序和对业务进

行处理，不考虑网络等其他外在因素的干扰几乎是零差错。其次，

财务机器人可以 24 小时不间断的工作，及时的处理单据，避免财务

工作的积压和人员的加班，尤其是在月度末、季度末、年度末等财

务工作量达到峰值的时段，可以保证质量不受其工作量增加而松懈，

保质保量的完成任务。以支付环节为例，在高校高质量快速发展的

状况下，以一个普通高校为例每年支付条数达到几万条涉及资金十

几个亿，与财务机器人相比较人工录入缺点一下暴露出来，不仅效

率低，而且错误率高，同时由于录入人工作态度参差不齐导致对账

困难等等，引入智能录入机器人以后可以说网络网速是唯一的制约

条件，如果忽略这个因素可以说机器人录入正确率百分之百，且格

式统一，不间断不停歇。同时报销人员可以通过手机 APP 等方式进

行线上填报，移动保报账，领导线上审批，不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

进一步有效的解决了“报销难”的问题。在加强规范的同时也提升

了对财务处理效率的满意程度。 

3.档案存储电子化 

众所周知国家税务局已经在全国推行电子发票，2019 年江苏省

还称为第一个实现了增值税专票电子化的省份，这也为实现智能自

主报销创造了条件，更有利于 OCR 票据识别系统抓取数据。随着电

子发票的逐渐普及，以及智能财务系统的应用，高校财务档案迎来

了新的变革。电子发票的普及给报销人员带来了很大便捷，首先不

需要上门取得或邮寄获得纸质发票，在预约系统中直接上传电子发

票，由 OCR 系统直接提取需要的报账单信息，生成财务报销单据并

直接将信息提交给财务人员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则由系统形成一套

完整的会计电子档案。此外，财务智联平台可以再在差旅费报销过

程中对接携程等服务平台，直接在平台内购买机票，火车票，预定

酒店等，与租车公司对接提供短途交通打车服务，在报销过程中可

以直接通过对接平台取得电子发票，在线生成智能财务凭证，整个

报销过程无纸化， 终形成会计电子档案。为什么要把会计档案电

子化存储？近年来国家加大了对科研项目的审计力度，同时还有巡

视审查任务也需要查询会计档案，很多重点课题、横向课题等结项

都需要复印项目所有相关的会计档案，加上会计档案保存期限很长

少则 10 年多则 30 年。所有纸质会计档案在次年移交给档案馆管理，

这就要求每次查阅必须填写会计档案借阅查询申请表，并至少右一

名财务人员陪同查阅，这样直接增加了会计人员的工作量。 

如果档案全部电子化，所有查阅手续都可以在线解决，在线查

询、审阅、无限次下载可以说极大提高工作效率。 

4.搭建“财务智联平台” 

“大智移云”时代，为高校搭建“财务智联台”提供了技术手

段。大多数高校还使用了“智慧校园”云平台，而“财务服务平台”

应该融合在“智慧校园”云平台中使用从而建立真正的“财务智联

平台”。但是目前高校的网络平台状况是各自为政各司其职，比如科

研部门有项目申报管理系统、人力资源部门有人员及劳资系统、国

资处有资产管理系统及政府采购推送系统等等，各个部门之间系统

不兼容，存在大量重叠信息，同时很多资源不能实现共享导致资源

浪费，也在部门之间形成了隐形的业务壁垒。为了实现信息有效沟

通，解决以上问题，只能从“财务智联平台”着手。在本文中仅对

报销环节展开讨论，由于报销的规则是统一不变的是非对错黑白分

明，可以通过智能网络技术手段的参与来优化报销流程从而达到提

高报销效率和质量的目的。前面已经提到过运用财务报销APP，针

对不同的报销业务类型，内嵌不同的报账规则，系统自动检查支出

范围、控制报销标准，填制完整后，扫描纸质单据或导入电子单据；

“财务一支笔”可以通过APP进行线上审批；审批完成后，报销人

全天候自助投递；利用OCR 票据识别技术，对扫描上传的票据进行

真伪识别并抽取关键信息，由智能机器人完成财务数据的审核；无

误后直接生成电子凭证，对电子单据等结构化信息，财务可直接利

用，不用复审；对纸质单据，为避免自动识别的差错，财务进行复

审，主要核对纸质单据与智能识别提取的信息是否一致，若核对一

致，自动转换生成会计凭证， 后进入无现金系统直接支付。 

三、“大智移云”时代高校财务报销转型建议 

“大智移云”时代大部分高校已经相继使用了“智慧校园”云

平台、一网通办平台、统一身份认证平台、企业公众号、手机 APP

等。有部分高校只是在校园上主页显示了“智慧校园”云平台、一

网通办平台、统一身份认证平台，并未将财务云平台集成到“智慧

校园”云平台，大多高校的努力方向是通过一门式登录，提供投递、

查询、审批一站式服务；各个部门之间系统打通互联信息共享，尽

量实现多途径推送报销信息，进一步提高财务人员与报销人员的信

息对称性，做到让数据多跑路，让人员少跑路，从而减少矛盾提高

服务满意度。当然新的模式的应用必然会让习惯于传统报销模式的

教师产生很多疑问和困难。财务人员应该走进学院，通过财务联系

人向师生进行宣传，消除师生的疑虑，为顺利推行智能报销模式打

通 后一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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