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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学专业毕业生社会需求与达成度研究

叶江虹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 摘  要 ]基于问卷调查结果，分析用人单位对会计学专业毕业生的专业能力及非专业能力的需求程度和达成程度，发现社会对会计人才需

求的方向。针对当前高校会计学专业学生能力培养中的不足，对人才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及教学方法等方面提出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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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学专业一个非常典型的特点是理论与实践结合性很强，要

求专业毕业生具有较强实践应用能力才能顺利适应工作岗位。每年

我国高校会计学专业的毕业生人数都在 10 万人以上，但由于社会环

境以及高校办学理念等原因，会计人才培养的质量还不能满足市场

与用人单位的需求。所以协调会计教育与人才需求的对接，培养应

用型人才，是我国会计教育的重要方面。

高校会计教育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培养具有职业胜任能力的会计

人才，即毕业生应具备会计人员需掌握的专业技能和职业素质。然而，

高校会计教育受到来自诸如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师资水平、教学

条件等各方面的制约，学生专业能力的达成程度与社会需求之间还

存在差距。本文拟通过问卷调查，对用人单位对会计学专业毕业生

有哪些需求，其对当前毕业生现有能力水平评价，以及两者间的差

距进行分析，希望对高校会计学专业培养目标的确定，教学大纲及

课程方案的设计提供客观依据和有益参考，使会计学专业毕业生步

入工作岗位时真正成为社会需要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复合型人才。

一、问卷设计及样本描述

此次调查问题主要从会计专业本科毕业生专业能力以及非专业

能力两个方面，调查了解用人单位的需求程度以及学生实际的达成

程度。本次调查中要求被调查人员对会计专业学生所具备的专业能

力及非专业能力的社会需求程度及实际达成程度分别进行评分，按

程度高低将分值范围设定为 1-5 分，程度越高，分值越高。

调查方法主要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向 40 家不同企业的相关人

员发放调查问卷，实际有效问卷 37 份。为了能对毕业生的职业素

质水平及社会需求有一个更准确的评判，本次调查对象均为单位不

同层次的管理人员，主要涉及企业会计主管、人力资源主管、会计

师事务所项目经理等。

二、毕业生专业能力的社会需求及达成度分析

对会计专业学生的专业能力调查所涉及的评分项目依次是会计

核算、财务软件操作、内部运营数据分析、财务数据分析、数据分

析工具与方法的使用、信息采集与检索能力六个方面。调查结果显示，

被调查人员对所给出的专业素质要求项目的重要性程度均打分在 3

分以上，但对于当前会计专业毕业生的这六项专业能力的胜任程度

评价基本居于中等水平。各项目打分情况具体统计如表 1所示。

表 1      会计专业素质社会需求及达成度情况

序号 项目 社会需求平均得分 达成度平均得分
1 会计核算 4.29 3.80
2 财务软件操作 4.51 3.51
3 内部运营数据分析 4.54 2.4
4 财务数据分析 4.57 2.8
5 数据分析工具与方法的使用 4.43 2.83
6 信息采集与检索 4.26 3.09

调查结果显示，所调查方面对于用人单位来讲，均为会计毕业

生需具备的专业素质，且均占有较高的重要程度。其中 50% 以上的

被调查对象都认为这些专业素质是非常重要的。而其中需求程度最

高的是财务及企业运营数据的分析能力。这也反映出随着信息技术

的发展，会计工作中传统的业务核算工作，完全可以由计算机来替代，

所以对财务人员会计核算的要求则有所下降，信息化处理能力的要

求则愈加提高，对于会计数据的分析和利用等高层次职能日益受到

重视，这也成为管理层对财务人员重要的职业期许。

另一方面，从调查结果看，当前会计学专业毕业生对于会计人

员应具备的各项专业能力均不能令用人单位十分满意。仅从所调查

的六个方面来看，对于会计核算能力的达成程度最高。说明高校会

计专业本科教育基本能够让学生完成企业常规会计业务的合规处理。

但对于财务数据、内部运营数据的分析及数据分析方法的掌握却处

于相对较弱的境地。这也显示出当前高校会计专业教育重核算轻应

用的现状，尤其是在财务管理、财务分析、管理会计等课程的教学

中缺少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所调查的 6 个方面，被调查人员均认为会计专业的毕业生没有

完全达到社会需求的程度，即会计专业毕业生不能完全具备目前社

会需求的财务人员的专业胜任能力。其中，对于会计核算，社会需

求程度与达成程度之间差距最小，说明高校会计专业教育在会计核

算方面虽然还不能达到社会需求的高度，但已能接近社会需求，其

次是财务软件操作能力和信息采集与检索能力。而对于社会需求重

要性程度最高的财务数据分析能力及内部运营数据的分析能力，社

会需求程度与达成程度差距最大，说明高校会计专业教育在与此有

关的课程教学上存在轻视或教育效果不够理想的情况。

事实上，长久以来大学会计本科教育更多地采用以学科供给为

导向的人才培养和教学模式，教师按照学科分类分别给学生传授会

计核算、财务管理、管理会计、审计等专门的会计知识。然而，这

种会计教育一则缺少课程与课程之间的融合，学生在孤立地学习知

识，难以帮助学生解决综合的复杂的问题。二则教学内容更多地站

在理论高度，缺少与会计实务界的交流，教学内容可能是脱离商业

实践、不符合真实业务情境的。而当前商业环境日益复杂，商业模

式和交易方式不断创新，对会计人员的学习能力、解决新问题能力

要求越来越高。当前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财务智能机器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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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成熟，当会计工作中传统的信息记录工作由计算机替代后，

会计信息对企业的综合诊断和辅助决策的作用会日益增强，这种环

境下需要的是会计人员利用大数据环境下的会计数据信息进行分析，

参与企业决策，并能够将决策信息转化为团队成员可理解的语言。

要更好地履行这些职能，就需要会计人员拥有良好的职业判断、数

据信息分析以及专业沟通能力，而这些都是在大学专业教育中所欠

缺和需要改进的。

三、毕业生非专业能力的社会需求及达成度分析

随着社会发展、时代进步，对于复合型会计人才的需求日益增长。

除具备较强的专业能力外，会计专业的毕业学生还应具备一系列的

非专业能力才能达到就业岗位的职业要求。在本次调查中，问卷设

计了人际沟通、团队协作、心理素质、自我学习、环境适应、外语

交流、Word 熟练操作、Excel 熟练操作、PPT 熟练操作九个选项进

行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被调查人员对所给出的非会计专业素质要求项

目的重要性程度，除外语交流外均打分在 4 分以上。而对于这九项

非专业能力的达成程度评价虽略高于专业能力的达成程度评价，但

需求度与达成度之间仍然存在一定差距，具体统计数据如表 2所示。

表 2      非会计专业素质社会需求及达成度情况表

排序 项目 社会需求平均得分 达成度评均得分
1 人际沟通 4.83 3.34
2 团队协作 4.77 3.2
3 心理素质 4.51 2.94
4 自我学习 4.71 3.49
5 环境适应 4.66 3.2
6 外语交流 3.37 3.31
7 Word 熟练操作 4.40 3.97
8 Excel 熟练操作 4.71 3.86
9 PPT 熟练操作 4.46 3.51

从表 2 可以看出，企业在选聘会计人员时，除了专业素质外，

还看重综合素质水平的高低。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知识经济的到

来，市场对会计人才的需求更趋多元化，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会计专

业技能这一单方面选拔标准上。在实际工作中，会计人员不仅要完

成专业的技术工作 , 同时还要紧密联系企业内外各部门、提供信息、

参与管理等等。因此善于沟通，具有良好的人际关系与团队精神等

职业综合能力已经成为会计专业学生在求职、任职、职业发展中必

备的能力。而在信息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财务人员需要处理大量

财务数据，撰写财务分析报告，为企业经营和决策提供数据支持，

这一系列任务必然涉及到办公软件等的应用，所以熟练使用办公软

件，尤其是能够运用 Excel 等工具完成各类型的数据分析越来越成

为判断财务人员职业胜任能力的一个重要标准。本次调查中，由于

被调查对象多为国内企业，对外语交流能力的社会需求程度相对于

其他项目而言有所靠后，但也必须看到，随着中国企业越多地步入

国际市场，具有较强的外语交流能力依然会为会计专业毕业生带来

更多机会。

从达成度评价来看，50% 以上的被调查人员认为会计专业毕业

生的非专业能力的掌握情况在良好以上。由于在四年大学教育中，

毕业论文写作，课程内要求完成的各类报告等均要求学生必须使用

Word、Excel、PPT 等常用办公软件完成课程任务，所以学生对该部

分专业能力的掌握情况相对较好。而现在的大学生大多数还是独生

子女家庭，生活环境、社会环境等让他们逐渐形成了“自我中心”

的心理定势和处事习惯。而学校教育的中心又更多是对书本知识的

传授与掌握，没有更多的提升素质与人际交往的训练。学生在进入

社会后会因环境的变化、人际关系的重构等对新环境的适应产生障

碍，有效交流沟通的缺乏也会导致他们团队协作能力不强，遇到困

难时的抗压能力较差。 

由表 2 还可以看出，会计专业毕业的非专业能力仍然存在达成

程度不满足社会需求的问题。但其中外语交流能力的差异较小，这

一方面因为在国内对财务人员外语交流能力的需求程度不高，而学

生从小学到大学对英语学习的要求是持续的，大学毕业后一般能够

具有大学英语四级及以上的水平，基本能够满足工作中的需要。大

学生对办公软件的良好掌握程度也能够让学生就业时基本满足岗位

对其的要求，两者的差异不大。但对于人际沟通、团队协作这些对

于用人单位非常重视的非专业能力，由于大学课程体系中往往并没

有单独的课程设置，同时又受限于传统的教学方式，在多数课程学

习中不能得到很好的锻炼，从而成为社会需求与达成度差异最大的

方面。

四、对于会计专业毕业生能力培养的相关建议

基于本次的问卷调查结果反映出的问题，对会计学专业学生人

才培养提出以下建议：

（1）当前社会要求的是复合型会计人才，学校作为会计人才的

主要培养方，应该以社会对会计人员职业素质的要求为导向，通过

调整会计学专业培养目标的定位，改革课程体系设置，进而改进课

程教学方法，进而使得学生毕业时能够基本具备符合社会需求的知

识体系和执业技能。

（2）对会计专业学生的培养目标定位应从单一的专业知识向提

高综合素质、拓展专业技能转变。同时要注重开拓视野，提升人文

素质和科学素质。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在道德素质、文化素质、

业务素质、心理素质等方面都要有全面提升，才能更好适应社会，

服务社会。

（3）在对会计学专业学生的课程教学中，应摒弃传统的以教为

主的教学模式，向以学为主的教学模式转变。创新教育教学方法，

多采用启发式、探究式、讨论式、参与式、体验式等的教学方式，

注重学习效果，真正让学生学会如何解决实际问题。同时适应当前

的信息化发展，开设财务大数据的收集与分析、财务决策等相关的

课程，以适应当前现代化企业的发展进程。 

（4）从本项目的总体调查结果看，会计专业本科生的职业胜任

能力不满足于社会需要，也说明高校在确定会计人才培养目标和设

计培养方案时没有非常全面地考虑到用人单位的实际需要，缺乏与

用人单位之间的沟通协调机制与信息反馈通道。所以学校要注重对

毕业学生的跟踪调查，及时了解毕业生后续的工作适应和发展情况，

掌握毕业生及用人单位对学校培养体系的评价和改进建议，及时调

整人才培养方案，促进会计教育教学质量的提升。

参考文献：

[1] 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 [J]. 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 , 2012, 000(022):43-50

[2] 何卫红 , 曹雨 . 财务类本科生信息素养培育现状及对策研究

[J]. 财会通讯 , 2017, No.744(016):54-56

[3] 杨政 , 殷俊明 , 宋雅琴 . 会计人才能力需求与本科会计教育

改革 : 利益相关者的调查分析 [J]. 会计研究 , 2012(01):25-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