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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mergence of big data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s changed the traditional 
accounting working environment and greatly improved the efficiency of accounting work. Big data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fluence the transformation of accounting functions from traditional 
accounting to management, and promote the further transformation of corporate financial work to 
the functions of supervision, analysis, prediction and decision-making. Therefore, we must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accounting function,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accounting management function.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opportunity and dilemma of accounting function transformation,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measures to better carry out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accounting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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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出现改变了传统的会计工作环境，极大的提高了会计工作的效

率。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影响着会计职能由传统的核算型向管理型转变，促使企业财务工作进

一步转向监督、分析、预测、决策的职能。为此，我们必须重视会计职能的转型，更加重视

会计的管理职能转型的理论研究和应用。本文通过对会计职能转型机遇与困境并存局面的分

析，提出了相应的措施，以期更好的进行会计职能的转型发展。 

1.研究背景及意义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时代的信息技术革命比过去历次技术革命都要来的更加深刻，对社会

带来的冲击将是空前的，是技术革命的又一里程碑。传统的重复性较强的职业将被机器智能

所代替。会计行业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传统的会计核算职能已经无法适应当前

的时代背景，会计职能必须从重核算转向重管理。2016 年 3 月德勤与 Kira Systems 联手，正

式将人工智能引入财务工作中，使财务管理迈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德勤智能机器人在录入

信息、合并数据、汇总统计、识别财务流程、业务逻辑判断等方面已显示出了特别明显的优

势。2017 年普华永道机器人已正式投入中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财务共享中心，引进普

华永道智能机器人之后，中化集团税务及财务工作效率明显提升，并且在降低人力时间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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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工作质量等方面有明显的改善［1］。威尔士特许会计师协会（ICAEW）安德鲁.拉特克利夫

认为“在数字化时代，会计人必须成为能确保数据安全，以及软件正常运行方面的专家；在拥

有了更多的实用数据和更可靠的历史数据，必须加强对风险的识别和分析，为企业提供战略

预测和未来规划［2］。”财务职能机器人的出现和快速投入使用为会计信息的收集、处理、分析

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2.人工智能背景下会计职能转型的意义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使得大数据和智能时代悄然来到我们身边，也使会计职能在拥有

机遇的同时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潘上永(2016)提出我国企业在新时代的转型促进了会计工

作的转型，从传统的价值反映到价值创造，从单一的核算到参与企业决策，会计工作的内涵

和实质都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会计的核算职能随着智能财务机器人的出现随之减弱，而会计

的管理职能将进一步加强［3］。智能财务机器人革命将成为即会计电算化之后会计发展史的又

一历程碑。

某餐饮集团，以前 200 家门店的盘点数据必须在每个月的 1 号完成录入、过账和差异分

摊， 快的成本会计完成一家门店操作也需要 40 分钟，但自从引入德勤智能机器人-“小勤人”
之后，5 分钟后就可以完成一家门店的转账，15 分钟后被标识这家门店已完成盘点，并在工

作日结束时会发出邮件告知任务结束，附件包含所有生成的凭证，这一举措大大节省了餐饮

集团财务共享中心的人力和时间。通过实施“小勤人”自动化，企业相对应地减少了门店向共

享服务中心提交审核的相关流程，缩短了财务处理周期，还可以及时发现账实不符等现象并

进行及时处理，实现了门店的统一管理，优化了财务处理流程，更重要的是提高了整体财务

服务水平。

智能财务机器人替代了会计人员录入数据等一系列前期繁琐的工作，降低了数据出错的

概率，提高了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和精准性。同时，在智能化、大数据的背景下，使企业可以

实现数据信息价值利用的 大化，把握实时的数据共享所发挥的 大利用价值，形成竞争优

势，为企业战略决策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在我国步入智能化、大数据的背景下，企业财务工作必须适应时代，不断加强自身的完

善和改革，特别是会计职能，必须适应大数据和智能时代发展。从核算类型到管理类型，确

保会计职能更加完善、系统，力求发挥现代会计促进、约束、引导、调整等方面的职能和作

用。为适应新技术的到来，企业必须更加重视会计职能的转型，更加重视会计的管理职能，

重视管理会计的理论研究和应用。如果企业仍然在会计核算领域，那只会导致企业竞争力下

降。

3.人工智能背景下会计职能的转型需突破的困境

3.1 技术落伍，难以满足企业个性化，安全性基本要求 

数据化和智能化是建立在互联网快速发展基础上的，在信息化时代下，企业的硬件设施

和购入的财务软件难以适应各个公司的特殊性，并没有兼容的特性，很难做到满足企业的个

性化需求。另外，企业在收集信息的时候，由于互联网本身就缺乏安全性，信息中含有大量

的个人或者组织的私密信息。怎样保障这些信息的安全性是企业面对的一个重大问题。大数

据和人工智能除了本身信息安全外，它们也对企业信息保护以及避免核心数据丢失、防盗、

防窃方面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企业核心技术外泄，通过信息化时代信息的多种传播途

径，会使企业商业机密外漏，给企业带来巨大的损失。

3.2 面对人工智能的冲击,会计人员转型的形势严峻 

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带来诸多发展机遇的同时，会计人员也应该清醒的看到新形势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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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的影响和冲击。2014 年《经济学人》杂志调查结果，未来会计被 AI 代替的可能性位于所

有职位的前列。王加灿(2017)认为人工智能可以促进会计新模式的发展，财务职能机器人的

出现和使用，必定将人工智能引入会计、税务、审计工作，帮助财务人员从日常的基础核算、

审计工作中解脱出来，将会计人员的工作重心投入到数据分析、预测决策管理工作中［4］。2016
年麦肯锡预测“未来将有 86%的会计工作被人工智能产品取代，包括记账人员、核算人员等。

尽管人工智能不断推动着会计信息系统的完善与进步，但无疑使财会人员面临着愈发严峻的

就业形势［5］。”因此企业会计人员和会计职能的转型应当是我们急需完成的首要任务。 

3.3 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及理论，难以适应数据智能时代会计职能的转型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高效、精准、而又全面的数据和信息处理能力，为市场发展带来机遇。

经过数年的发展我国大数据发展逐渐步入黄金时期，而由于大数据的支持人工智能也渗入到

人们的生活。这就给我们国家的政策法规和会计准则规范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们国家关于数

据和智能的法律法规以及理论还是很欠缺的，如何建立完善会计法规和理论体系使其更加的

标准化，适应数据智能的发展趋势是我们的首要任务。国家政策，教育机制，企业自身三方

面需要建立一套针对数据智能的标准化体系。以应对在数据智能时代会计所面临的就业危机、

信息安全和规范管理问题，技术软件局限、理论知识匮乏等实际问题，推进数据智能产业的

发展，使传统会计职能向管理会计职能有一个良好的过渡。

4.完善人工智能背景下会计职能转型的应对措施

4.1 创新技术水平，完善软件开发的协作配合 

人工智能系统的研究和开发需要了解基础程序开发的计算机人员和具备会计专业知识的

专业会计人员的合作。只有程序开发员和专业会计人员相互配合，相互补充、积极创新，才

能在人工智能的系统的研究开发、维护和升级中发挥协同作用，促进会计行业人工智能的积

极发展。会计工作的完成，仅仅依靠基于程序化和规则化的会计软件是不可能的，一些突发

的、需要职业判断的工作仍需会计人员根据经验和知识灵活应对。

4.2 加快会计人员的转型，应对人工智能的“冲击” 

4.2.1 提升会计人员的专业知识能力 
代贞容(2017)、黄柳苍(2017)提出会计人员应顺应智能科技的巨变，努力学习、掌握计算

机和人工智能的专业基础知识，不断武装充实自己，让自己成为一名能够胜任现代企业财务

管理的专业人员。如果在大数据智能时代我们还停留在传统会计处理方法上，那么注定被时

代淘汰。所以，所有在职的财会人员必须用好国家继续教育这一平台，借以学习人工智能在

会计行业的应用。或是个人实践练习掌握计算机智能操作技术，培养自己管理思维能力，加

快由财务会计向管理会计转型的脚步。

4.2.2 提升会计人员的管理决策能力 
随着国家近几年对于管理会计发展的鼓励，各会计主体尤其是企业对管理会计人才的需

求增加。然而，目前人工智能还无法完全替代会计核算职能，更无法取代会计管理职能，因

为企业大量的日常会计工作中离不开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及道德标准判定。这种背景下就要

求广大会计人员应顺势而变，及时转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提升自己的管理、分析决策能力，

提高自身竞争力，做人工智能所不能替代的工作。

4.2.3 增强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学习和实践 
定期为会计人员进行全面、系统的财务软件培训。企业要经常组织财会人员学习相关软

件的应用与操作，以加强会计人员对数据智能网络下会计职能的运用。使会计人员在掌握智

能化网络的前提下,与传统会计职能更好的融合在一起，以使会计职能在数据化智能化下拥有

更好的完善。另外要对计算机系统和办公环境加强安全保护，完善会计人员信息、搭建防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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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等一系列措施，加强和预防智能化时代下会计信息的安全防范。

4.3 完善会计相关法律法规和理论体系，做好转型的各种准备 

国家的宏观政策法规必须随着会计环境的变化和会计主要职能的改变，而随时进行相关

调整完善，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背景下，国家宏观管理层面对现代会计的管理职能、财务智

能机器人等新事物和新概念都必须有一个全新的认识，依此进行相关会计法规及准则的增加

和完备、并在相关法律和法规中加以准确定位。不管是现在还是未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及

互联网等技术都对会计职能产生着颠覆性的影响。要想充分的提高管理会计职能，就必须加

强信息化技术的运用。

同时，还要提高财务信息的分析运用水平，针对企业的具体情况进行数据筛选，不可盲

目使用。此外还要不断提高数据的准确性，让信息化技术更好的服务于会计，企业管理。财

会人员也要加强学习，不断提升自身专业素质及能力，以期更好的服务于企业和社会。国家、

教育机制以及企业自身三者共同构成会计职能向管理型职能转变的激励体系，共同作用于我

国会计行业及市场经济的发展，为它们打下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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