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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背景下高职会计专业人才培养研究
李慧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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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现阶段，人工智能在会计领域的应用有利有弊，明显的弊处就是，由于人工智能与人力资源存在一定的冲突性，他

会在一定程度上挤压会计职能，比如普通核算工作就可以被人工智能完全替代的，这种挤压会使得学校培养出的核算人才面对市

场需求的骤降，产生大量的失业。基于上述理由，高职院校对于会计专业的设置应该进行一些调整，在课程设置上应当加大财务

管理，预算管理等管理型、跨学科课程的比例，把学生塑造成一个基础扎实的复合型管理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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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this stage,the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the field of accounting has both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The

obvious disadvantage is that due to the conflict betwee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human resources,it will squeeze the accounting function

to a certain extent.For example,ordinary accounting work can be completely replaced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This squeeze will make the

accounting personnel trained by the school face the sudden drop in market demand,resulting in a large number of unemployment.Based on

the above reasons,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should make some adjustments to the setting of accounting major,increase the proportion of

management oriented and interdisciplinary courses such as financial management and budget management in the curriculum,and shape

students into a compound management talent with solid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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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人工智能在 2017年后连续三年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

报告提出三个关键词，“加快”、“加强”、“深化”，这三

个词的出现标志着人工智能产业如今已经从初期走向深度。而

从那以后，四大会计事务所对于财务机器人的使用和重视意味

着财会行业将会迎来一场崭新的变革。基于这种情况，高职院

校里从事相关行业的教职员工要把握时代的脉搏，努力提升创

新能力，面对会计培养目标的实行提出自己的新思路，新看法。

1 人工智能对会计行业的影响

全球四大会计事务所对人工智能在会计行业的发展有着

显著的推动作用，我国部分大型相关公司也在 2017年后逐渐

运用起了人工智能，着重表现在对财务机器人的运用上。在长

期的使用和研究中，发现财务机器人的优势比起人力来说是不

可代替的。第一机器人可以长时间地运行工作，且在逐步地更

新换代过程中，他的运行更加稳定，这就意味着使用方的成本

和效率得到了有效地控制。第二、机器人在具体工作执行中错

误率很低，然而效率很高。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人工智能的一

些弊端。一方面财务机器人初期的购置成本很高，后期维护的

费用也是一笔不菲的数字，我国最广大的财会行业参与者，中

小型企业，无力承担成本，更无力承担机器损坏和维修的风险。

另一方面财务机器人的研发仍旧处于初期阶段，他们只能根据

程序的设置进行机械性的工作，而会计工作包含很多实际性

的，需要因具体情况进行相应转变的情况，这种情况就不能由

机器人处理，所以购买机器人时的需求无法得到完全的满足。

2 现有人才培养模式的弊端

2.1人才培养目不明确

会计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依照着传统财会人才的标准来制

定，这种目标制定相对片面，不够明确和灵活。会计专业由此

产生了深刻的变革，初级会计职称被作为从事会计专业的基

础。两会也着重强调，财务管理也成为重点考察目标。我国的

管理人才十分匮乏，但管理人才很多是不可替代的，诸如控制、

分析、管理、控制这些职能，都是不能通过人工智能实现的。

如今的高职院校培养目标，不能适应社会飞速发展下企事业单

位的需求。学校应该把建立代理记账中心和财务共享中心作为

学生的培养方向。提高学生的基础素质和核心竞争力。

2.2课程体系落后

高职院校在课程设置上还有很多不足。第一教材的内容没

有依据时代的变化产生相应的更新，更有甚者，专业核心课程

的教学过程中，学生重复练习基础性知识，理论知识存在大量

同质化现象，实践动手能力更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长此以往，

学生在实际过程中的事务处理能力一定会有所缺乏，没有得到

有效的历练，更会缺乏相应的应变能力。第二从前的课程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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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如何记账、报税，渐渐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这些课程培

养的能力都可以被机器取代。第三面对如今大环境的考验，当

今的人才培养更应当注重对于人工智能的了解和研究。如果缺

乏此类课程，将会导致人才的具体应用不能适应企事业单位和

社会对于会计的需求。学校可以考虑引进社会兼职教师，加大

技术性专家在学校教师中的比例。

2.3教学方法和考评制度单一

传统的课堂主要依靠老师的讲授，没有考虑到学生的个体

独特性和主观能动性。现今，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应当

把学生的主体地位当作培养的主要，利用多媒体技术提高课堂

的趣味性和丰富性，可以广泛使用 mooc和在线教育平台，让

学生的知识架构得到更全面的充实。学校还是不能忽视一刀切

的弊端。学习成绩的考评不应当以纸面试卷的分数作为唯一的

参考，应当综合考量学生的专业素养，做到发挥每一个人的特

长和优势。

2.4实践环节薄弱

会计专业是一门与社会紧密联系的专业，重点考察的是学

生是否具有较强的实操能力。但目前的会计专业实践往往不尽

如人意。由于教师学校的传统观念没有得到转变，适用固定的

教学模式，无法适应行业的迅速发展，最终导致学生的能力并

没有得到预期的提高，社会的需求也迟迟得不到满足，对于高

端会计人才的迫切需求仍旧长期存在。

2.5“双师型”教师占比较低

大部分高职院校的师资力量较为薄弱，尤其是面对如今财

会行业智能化的飞速发展，从前的师资力量已经不能适应现在

的要求。首先，“双师型”的教师占比较低，这是一个客观事

实。其次，高职院校中的“双师型”教师大多是“双职称”型，

在本职工作外再考一门与专业相关的中级以上职业资格证书。

但这些证书的取得往往是通过笔头的考试，大多数教师根本没

有受过实践性的训练，更加没有企业从业的经历，这会导致教

师本身实践经验匮乏，从而影响学生的学习效果。

3 人工智能背景下，高职会计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特

点

3.1以学生为核心的理念

学生是教育的主体和对象，对每个个体都尽可能的关照，

从而做到人才培养的最大化。需要灵活变通，把学生的兴趣和

特长激发出来，让学生在成才的过程中感受到愉悦和幸福是教

育工作者毕生的追求和使命。除此之外，学生的培养应该指向

更长远的方向，布置在学校积极培养，更要在学生的心里种下

希望的种子，培养他们终身学习的信念，培养他们对自我的高

标准，严要求。

3.2校企政三方的育人机制

社会的评价对于高校人才培养至关重要，以社会为导向，

让更多的企事业单位参与学校人才培养，推动理论和实际充分

结合是目前教育教学的重点方向。“1+x”的证书制度是这种

思想的集中体现，把握住国家的政策，高职院校应当主动调整，

充分考虑社会对教育参与度的重要性，让企业在学校育人过程

发挥他的独特作用。

3.3资源共享

人才培养不仅需要依靠上层建筑的扶持，一些相关的资源

也必不可少。高职院校可以在资源共享方面下功夫，让学生的

课程选择更加多样化，比如，跨院系，跨层次的选择，不仅能

提升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还可以培养他们综合运用跨学科知识

的能力，mooc的应用将会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总而言之，高

职会计专业人才培养要利用一切现有资源，充分利用网络技术

和新型信息技术，为社会的发展和变革提供更多可持续性的优

质人才。

4 人工智能教育背景下高职院校会计专业人才培养

模式探析

4.1合理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转变传统会计思维模式

如今的社会环境更加表明，在企业和事业单位，对于核算

岗位的需求在不断减少，财务机器人完全有能力取而代之，低

端岗位的流失最后会造成会计行业大批量失业人员的出现。基

于此，会计专业的教学中，应当符合现实情况的转变，这种转

变带动了行业内每一个从业人员和预备从业人员的思维模式

发生变革。学生因拓展知识面，积极主动地探索新的知识，对

于信息技术的了解和研究应该更加全面。学校在这一过程中也

可以起到促进作用，在现有的课程基础上增加拓展类的课程，

着重强调信息技术的重要性，以此来符合性时代对于复合型人

才的需求。学生学习信息技术的益处非常深远，不但可以拓宽

眼界，提高创新思维，更重要的是可以把新兴技术运用到实践

过程中，从而推动会计行业的整体进步。

4.2优化人才培养层次，着重培养技术管理型、创新型会计人

才

现如今，由于人工智能在财会行业造成的冲击，人工智能

只能代替一些低端的人才需求，但无法承担高端的会计工作，

导致财会行业在人才供需上产生急剧的不平衡。将会导致行业

的发展陷入停滞的不利局面。为此，高职院校要积极寻找口碑

良好的企业进行合作，这对于学生的实践能力成长至关重要。

在具体合作过程中，努力达到互惠互利，既避免学生的利益受

到损害，又要避免学生的能力不达标导致企业利益受损的情况

出现。

4.3形成技术复合型学科优势，重塑会计学科体系

会计学科体系受到法律、计算机等应用技术的影响，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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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包容和开放，实际应用过程中也不难发现，这些交叉学

科对会计行业的作用非常巨大，不可或缺。高职院校在具体操

作过程中，高职院校化繁为简，化粗为精，在具体课程中，结

合当今形势的转变，作出相应的分析与调整。例如在基础性工

作和综合性工作的平衡中，找到应对形势的解决路径。

4.4打造校企互联智能财税平台

结合现代技术，可以充分解决当今高职院校在专业教学中

理论和实践相互脱离的现象。智能财税平台应该着眼于真实性

和可靠性，提供一些真实信息，以供学生分析和研究。从而在

今后的学习中更加了解和适应岗位工作的需求，做到理论和实

际相互结合。

4.5实行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

会计专业课程教学采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的方法好处

多多，既可以借助互联网上海量的教育资源，丰富教学时的内

容和手段，完善学生的知识面，提高学生的眼界和学习效率，

更可以将现代教育技术和课堂教学综合统一，学生可以在应用

多媒体技术同时，使用相应的软件巩固专业知识。

4.6打造“双师型”教学团队，提升师资队伍素质

“双师型”教师教学团队建设是现今教育领域的热门话

题，更是达成职业教育现代化的必经之路。一是校企共建的好

处要充分发挥。高职院校可以联合企业共同组建发展中心，适

当给教师一些在企业实践实习的机会，长此以往，教师的实践

能力一定会得到显著提高，反作用于在理论学习时对知识的理

解，为学生授课时将会更为得心应手。二是不能忽视专家学者

的作用，尤其要邀请对人工智能在会计专业应用非常了解的专

家进行相关指导，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教师们可以从专家的口

中得到最新的研究动向和实践方向，从而倒逼他们掌握相关的

知识技能，引导学生对人工智能的影响有进一步的理解和研

究。

5 结语

人工智能对会计工作的冲击和改变作用是根本性的，人工

智能的运用，取代了会计工作中的基础性行业，这也同时是目

前高职院校会计专业培养人才的主要目标。由此，为了应对这

种根本性的冲击和改革，高职院校必须适应社会和时代的不断

发展变化，实事求是地改革会计专业的培养方案，从会计专业

的课程设计进行调整，人才培养会计的定位也要适度改变，课

程与课程之间的综合运用，一体化设计要加大力度，如此种种，

都是为了满足社会的需要和自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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