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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国际化背景下审计学专业建设的思考 
付浜荻  闫晓明 

（北京工商大学嘉华学院  北京  100048） 

摘要：随着市场经济国际化进程的推进，审计专业人才的国际化培养模式已成必然趋势。北京工商大学嘉华学院自 2008 年开设
审计学专业起，一直探索如何能更好地实现与国际化对接，十二年来不断改革培养方案和教学内容，不断探索中外合作办学模式和
国际专业证书对接。本文阐释了审计学专业的现状和发展规划，并探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国际化培养方式遇到的困难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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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和国际资本市场的迅速扩张，跨国

公司已经成为普遍的企业运营模式。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
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
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更多样、更频繁的
进出口业务势必导致财务报表越来越复杂，中国的审计国际化道路
已成为必然。审计国际化的发展促进了行业对于国际化审计人员的
大量需求。因此如何更好地培养出国际化审计人才是开办审计专业
的院校值得研究的课题。 

一、社会现状及特色院校 
1. 审计学专业行业需求规模大 
2015 年 12 月 8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

完善审计制度若干重大问题的框架意见》和《关于实行审计全覆盖
的实施意见》指出未来 5～10 年中大约需 500 万名审计专业人才。
麦可思《2016 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显示，审计学专业为 7 个绿
牌专业之一。 

2. 审计学专业特色方向为证书对接或与行业对接 
南京审计大学的培养特色之一是 ACCA 国际审计方向。教学全

部采用 ACCA 的原版英文教材，参加 ACCA 全球统考。学生完成本
科阶段的学习后，提交专业论文，可申请牛津布鲁克斯大学的学士
学位。完成 14 门考试，取得 ACCA 执业资格，可以申请硕士学位。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积极拓展产教融合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
学院与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立信产学研基地，
主持《立信-金蝶产教融合实践基地建设》，外聘来自立信会计师事
务所、上海证券交易所等单位的 79 名专家担任兼职教师。 

二、ACCA 方向的培养模式现状和发展规划 
（一）培养模式现状 
1. 特色培养模式，双语教学覆盖多 
我院的审计学专业旨在培养“厚基础”、“宽口径”的国际化审

计人才。“厚基础”是指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逐步具备会计学和审计
学专业的理论知识，能够熟练运用外语及现代信息技术，拥有丰富
的实践能力。“宽口径”是指毕业生成为具有国际视野“商科多专
业海外升硕”和国际专业执业能力“ACCA 证书”的复合应用型高
端审计人才。我院审计学专业的专业课程全部实现双语教学，助力
学生适应英文教学及考试方式，顺利完成课程学习。 

2. 全面过程考核，提升国际化水平 
审计学专业度课程摒弃了传统的一考定全局的课程评价模式，全

面考查学生学习情况。要求学生每门专业课按照所学知识完成英文小
论文，提升学生的英文沟通及学术写作能力。教师通过梳理 16 所合
作院校的 79 个商科专业的商学院教学内容，整合出 120 个商科通识
基础知识模块融入教学过程中，并建设了 100 个全英文案例库。在努
力下，学生出国率从 2015 级的 67.7%提高到 2018 级的 80.1%。 

（二）发展规划 
1. 打造商科基础科目双语课程 
加强线下课程建设，改革教学方法，推广案例教学，力争打造

专业一流双语课程。持续更新专业课程教学内容，依托学校平台，
结合现在开设的双语课程，让双语课程得到更大范围的应用。未来
将加强教材、课件、微课视频建设，保证优质教材进入课堂，教师

将进行微课视频的学习和制作。 
2. 商科课程群建设 
建设商科基础课程双语课程群。专业知识模块化：将专业核心

课程分解成短小精悍的知识模块，方便学生进行线上学习；知识模
块系统化：每一个知识模块包含理论讲解、案例练习和参考资料，
形成系统化的资源包；线上线下相融合： 

线上基础常规共性知识，学期内永久回放，方便学生自选学习
时间。线下个性化专题辅导，因材施教。 

建设财审大数据分析课程群审计学专业课程、数据科学与大数
据技术课程结合，一方面夯实学生审计学知识的专业基础，另一方
面树立大数据思维，学会使用数据挖掘、智能分析等数据分析方法。 

3. 竞赛融入课堂，带来产教融合 
“福思特杯” 全国大学生审计精英挑战赛是由中国审计学会

审计教育分会主办，南京审计大学政府审计学院承办，广州市福斯
特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技术支持的全国性审计竞赛，是目前财会审计
类专业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全国性赛事之一。我院计划组织学生参加
下一届大赛，提高学生动手实践能力，创新当前审计人才培养模式，
全面推动产教融合。 

4. 建立学情共享中心 
建立导师制，学前期由导师搜集新生的英语水平、专业兴趣、 

留学意向等信息；学中期根据学生情况因材施教，定制课程学习内
容、评价方法；学后期：教师在英华建课，学生留学期间的专业问
题可在讨论区发布，导师在解答问题的同时，也可找出共性问题，
更新现有教学内容。 

三、国际化培养模式下的发展瓶颈和对策 
1.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学生留学意向冷淡 
尽管 2020 年 6 月教育部印发《关于加快和扩大新时代教育对

外开放的意见》指出教育对外开放是教育现代化的鲜明特征和重要
推动力，要坚持教育对外开放不动摇，疫情仍对出国留学带来不小
的影响。教师在教学中可重点关注就业需求，通过凝练课程教学内
容，让学生不出国门，具备国际视野。学院可探索多元化中外合作
模式，让学生不出国门，获得国外学历认证。比如梳理 Coursera、
EDX 等国外 MOOC 平台，国内 MOOC 资源，筛选出合适的国外名
校课程，根据具体课程的使用条件，同合作院校实现学分认证。教
师也可指导学生完成论文，申请牛津布鲁克斯大学学位认证。 

2. 审计学和“大智移云”技术融合过程中师资力量的短缺。 
教师队伍的建设需要引进培养相结合。引进大数据人才，培养

青年教学名师。强化现有师资培训。建设集中学习与自主学习相结
合学习型团队，实施“双师型”教师培养计划，使教师同时具有专
业知识和实践能力。和海外合作院校开展科研工作建设，推进国际
化专项课题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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