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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当前社会的各种事物都受到了信息化浪潮的影响，会计自然也不例外，传统的会计工作方式

已经无法适应当前信息化社会的要求，需要对会计职业人才的能力和知识进行一定程度的信息化革新，以符合社会发展

的要求。本文将就新商科环境下高校会计教育模式展开讨论，从信息化“云会计”培养的必要性入手，并分析当前会计

培养模式下的不足，以此为基础提出相关的改革措施和建议，为信息化社会中的高校会计教育提供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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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truction of Accounting Information Talent Training Mode under the 

New Business Department 
【Abstract】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current society of various things are affected by the wave of 

information, accounting nature is no exception, the traditional accounting work has been unable to adapt to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current information society, need to the ability of accounting professional talents and knowledge to a certain degree of information 
innovation, in order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social development.This paper will discuss the accounting education mod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under the new business environment, start with the necessity of information "cloud accounting" training, 
and analyze the deficiencies under the current accounting training mode, based on which the relevant reform 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so as to provide a certain reference for the accounting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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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来随着我国教育体系的不断完善，我国的会计教育取得

了巨大的成就，为我国社会输送了大量高质量会计人才，但是随着

信息科技的不断发展和大规模普及，传统的会计教育模式和内容已

经无法适应新的社会要求，无法完全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由此产

生了一系列的问题，极大的阻碍了会计行业的进一步发展。基于这

一现状，就必须根据我国对会计教育的指导，结合信息技术的优势

进行与传统会计教学模式直接的融合，以信息化引领会计教育理

念，并以此为基础进行教育模式和内容的创新，顺应社会信息化的

潮流为社会输送合格的会计人才。 

1  新商科产生的背景及发展现状 

进入 21 世纪以来，信息化的浪潮越来越深入到社会生产生活

的各个方面。新商科所体现的新思维、新理论、新工具、新能力，

基于这一现状所培养的学生也应当具有新的商业思维，掌握信息技

术的理论和技能，懂得运用数据发掘工具，解决当前会计行业所面

临的全新商业问题。 
当前全球范围内的各种政治、科技等方面的变化，导致整体的

商业环境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传统的会计工作模式已经无法应对

新的市场情况，需要与时俱进，准确定位自身，既要关注当前自身

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也要面向未来的发展方向，推动“云会计”培

养模式快速发展。 
近两年以来，我国自身形势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各种新的情

况都给我国政府带来了挑战以及机遇，基于这一现状，我国政府也

提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这一战略的带

领下，我国的会计从业人员培养面临着严重的供需错位失衡，导致

高校教育端也面临着很大的挑战。因此，就必须把握住新商科发展

的主要方向，解决一系列问题，进行有效的改革创新。 

2  面对新商科的挑战，进行会计信息化的重要意义 

2.1  利用信息技术，提高工作效率 

这一点的优势对于会计工作而言，是最直接，也是最显而易见

的。在传统的会计工作模式下，工作人员大都只能通过手动的方式

进行工作内容的核算，例如，要手写会计凭证，检查过账信息等，

工作人员工作压力较大不说，这种工作方式还很容易出现一些难以

察觉的疏忽性问题，比如几个数字或者小数点的错位，这些小错误

往往会导致很麻烦的后果。但是如果借助信息技术，那么以上这些

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了，海量的数据对于个人而言是非常繁杂的，

但是对于电脑系统而言也只不过是短短几秒钟的事罢了，极大地提

升了工作速度。同时，信息平台还可以根据信息内容自动形成相关

报表，如汇报报表、过账报表等，有效地降低了工作人员的工作压

力。 
2.2  丰富信息内容，提高分析效率 
信息技术还有一个很大特点就在于内容的丰富性，通过网络，

工作人员就可以轻松获得以往很难收集到的信息资料，这对于信息

的分析整理而言无疑是一种极大的便利。与此同时，随着社会整体

经济发展速度的不断加快，各个政府部门以及企业对数据的整理速

度以及丰富度也有了更高的要求，以帮助企业在快速发展的社会中

找到自己发展的方向。而利用信息技术，就可以快速地收集到自己

需要的数据和信息，无需一定要自己慢慢收集。通过这一过程，就

使得整体社会经济发展的效率和质量都有了极大的提升，对整体经

济发展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 
2.3  强化信息控制，保障信息安全 
会计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保证自身信息的安全，以免

发生泄漏而对企业和政府的利益造成损害，在过去的人工时代，这

种安全往往是通过人员的安排来保障的，这种方式具有很大的不确

定性。而信息技术和会计的结合，则可以有效地保障这一方面，通

过对电脑系统的加固，保障了相关信息的安全。并且会计工作人员

还可以通过“云检查”的方式，及时发现自身信息管理方面所存在

的漏洞，并对其进行及时的补救，保障了企业与政府部门的稳定工

作与发展。 



 Education and Learning, 教育与学习(4)2022, 6 
ISSN:2705-0408(P); 2705-0416(O) 

 -38- 

Universe 
Scientific Publishing 

3  当前新商科背景下信息化会计人才培养的现状以及问题
分析 

高校作为培养新型技术型人才的主要阵地，针对会计专业需要

培养出既具有扎实会计理论知识，同时还可以熟练使用现代信息技

术，进行数字信息整合分析的“云会计”人才。但是根据相关调查

显示，我国当前很多高校中的会计人才培养模式和内容仍旧处于比

较滞后的阶段，无法完全跟上时代发展的脚步，所培养出来的学生

不能完全满足现代化企业和政府部门的需要。 
3.1  培养计划不足，不符合社会需要 
当前的很多高校，对于会计人才的培养定位仍旧是传统的一线

基层核算岗位，这一目标下的会计主要工作内容仍旧是传统的社会

科学的范畴，但是信息技术却是属于理工科一类的学科内容，这两

种不同的学科在逻辑思维、思维方式以及专业知识架构等方面都是

有很大的不同的。因此，如果想要进行信息化会计人才的培养，就

必须对学生进行社会科学与理工科思维的结合训练，帮助学生打下

计算机与会计专业的复合型知识构架，但是在大部分的高校当中，

却十分缺乏这种复合型的培养模式。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有两

点：首先是国家层面的国家教委对此没有明确的规定，其对于高校

的专业课程指导没有足够详细的规定，且整体流程较长，如果不进

行明确的指引，到最后就很容易流于形式。其次则是高校本身，一

些非国家教委管理的高校，有时候可以根据市场的变化较为及时的

课程创新，但是这些高校也大都会去追求规模效应，从而导致具体

到专业教学当中就显得内容过于松散形式化，并不能对信息化会计

人才的培养产生切实有效的效果。 
3.2  师资力量短缺，缺乏教学土壤 
想要培养出信息化的高水平会计人才，就离不开一支能将传统

会计与信息技术高度融合的师资队伍。但是现实情况却并不令人乐

观，当前高校的普遍情况是传统的会计教学老师缺乏足够的信息技

术素养，而进行会计信息化教学和研究的主要老师又都是从计算机

编程或者物理等理工科学科临时转行而来的，不论是人数还是对会

计的了解都处于弱势地位，并且还存在着断层危机。其主要原因有

三点：首先是会计信息化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其师资力量缺乏历

史的积淀，无法满足社会对“云会计”人才日益庞大的需求。其次

则是高校老师的评价制度，高校老师需要通过论文发表等方式进行

研究成果展现，但是传统的会计杂志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涉及信

息技术的理工科内容很难在这些杂志上发表，导致研究动力受到了

打击。 
3.3  教学模式落后，课堂沉闷无趣 
当前的很多高校中的会计教学课堂，所采用的仍旧是传统的

“灌输式”教学模式，这种教学模式很容易让学生产生无趣，甚至

厌烦的心理。传统教学模式缺乏对新技术、新资源以及新兴教学平

台的运用。与此同时，信息技术与会计专业的结合正是需要每一位

从业以及学习者进行主动的探究与实践，一旦使学生出现了厌烦的

心理，那么学生也就没有足够的动力投入到对二者的结合探究当

中，自然也就不利于信息化会计人才的培养。 

4  信息化环境下新型会计人才培养的有效策略 

社会信息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要求当前的会计人才不仅仅要具

备基本的专业技能素养，同时还要有足够的实践创新能力，学会利

用基本的理论知识来解决各种问题，在此基础上才能更好地面对快

速发展社会的各种挑战，促进社会发展。 
4.1  多样化教学目标，培养复合型人才 
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呼唤着更多高素质、管理型的复合型会计

人才，来应对越发复杂的企业以及政府发展现状。这种人才所具备

的不仅仅有扎实的会计专业知识，还需要有合格的信息收集以及分

析能力，还要根据这些信息来进行正确的分析，为企业和政府的发

展提供一定的指导。在这一背景下，高校方面要在会计课程中增加

更多的数字信息收集以及分析课程，还要主动培养学生面对新问题

的解决能力，培养出具有扎实专业素养，同时还拥有创新与解决问

题的能力，以满足社会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同时，学校还可以对

往年毕业生的相关企业与部门建立起合作关系，对毕业生毕业后的

具体表现以及企业部门需有一个清晰明了的掌握，然后根据这些信

息再对本校的课程进行调整，实现课程的优化。 
4.2  根据社会要求，合理课程体系 
最显而易见的，是要增设关于信息化方面的课程，尤其是 Excel

应用课程，信息管理课程等，培养学生借助信息技术进行数据分析

处理的能力，以符合当前社会发展的普遍需求。除此之外，还要强

化对内部审计，内部控制，战略与风险管理等基础学科的重视程度，

并将这些基础学科内容与信息技术相结合，帮助学生强化知识的交

叉掌握，培养出合理、高效的职业技能。还需要将课程知识与实践

相结合，为学生们提供足够的机会来进行此类技能的实践，从而可

以有效解决相关问题，为今后的职业生涯奠定基础。 
4.3  利用信息技术，创新教学模式 
除了教学内容方面的改革创新以外，对于教学模式也需要借

助信息技术进行适当的改进，从而更好地吸引学生们的学习兴

趣，方便教学过程，从根本上提升教学效率。例如，可以结合信

息技术本身来辅助会计教学，充分利用信息技术便利、快速的优

势，将信息化的内容嵌入到理论与实践教学当中去，增强学生的

学习效果。例如，除了最基本的网络平台学习以外，还可以运用

信息技术来模拟虚拟的商业环境，然后让学生们在这种虚拟的情

况下进行训练，从而有效地提升学生的决策与创新能力，在以往

的条件下，这些都是需要在实际工作过程中才能有效实现的。通

过这种全新的教学模式，就可以有效地提升学生的知识运用能

力，夯实专业素养。 

5  结语 

总而言之，在当前信息技术不断普及的今天，任何一个职业都

无法回避与信息技术之间的融合，只有将传统的内容与新兴的技术

进行有效的创新结合，才能在当今发展的社会中顺应时代发展的潮

流，为自身的同时也是为社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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