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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big data and analysis technology have been deepening the impact on enterprises, the 

role of finance professional in the enterprise needs to adapt to the new environment. The impact of 

big data means that accountants and finance professionals are at a crossroads, whether finance 
professional choose to do nothing and become the victim of new era, or choose to reshape the 

finance role to respond to the challenges it create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help the financial 
professional to reshape the role by analyzing and demonstrating the new opportunities that big data 

created for finance professionals and the new challenges they are facing. In addition, in order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big data, this paper provides some suggestions on how to reshape the role of 

finance professional of big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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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大数据和大数据分析对企业影响的不断深入，财务人员在企业中的角色也随之发生变化。大数据时代的来

临意味着财务人员正处于当前职业生涯中的“交叉路口”，财务人员是选择固步自封以致最终沦落为时代发展中的牺牲品，

还是选择重新定位主动出击以应对环境变化？本文分析并阐述了大数据为财务人员创造的新机遇以及财务人员面临的新挑

战，目的是帮助财务人员进行角色重塑。另外，为适应大数据时代发展的需求，本文对财务人员角色重塑应采取的举措提供

了相关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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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目前，世界许多单纯依靠人类判断力的领域都正在被计算机系统改变甚至取代，大数据时代已经来临，

在大数据大量性、及时性、多样性、价值性、准确性这 5V（volume、velocity、variety、value、veracity）

特征的驱动下，能否高效实施数据管理是企业能否发展扩张保持竞争优势的关键，在企业中只有那些不断

学习新技能和以新思维思考分析的员工才有机会成为企业中的智慧担当，发挥战略性作用，正是在这样的

大数据背景下，财务人员才有了在企业中改变形象并崭露头角的机会。然而，机遇与挑战共存，财务人员

对于大数据的管理不仅仅意味着是个机会，它同时意味着新的挑战，大数据是把双刃剑，财务人员只有抓

住机遇并承受住考验才能走在大数据时代的前沿。本文针对如何才能成为与时俱进的“新”财务人员阐明

观点，为帮助财务人员适应大数据时代的发展需求，对其角色重塑提出了指导性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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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数据带给财务人员的挑战与机遇 

企业经营模式因大数据和大数据分析技术的影响正在不断发生变化，财务人员的角色与作用也将随之

发生变化。一些曾经或当前十分受重视的技能或工具会随着大数据的不断深入而逐渐衰落，同时一些未曾

受到重视或未曾出现的其他技能或将成为新的有力“武器”。 
1.1 人才的挑战与机遇 

大数据在企业中将会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虽然智能工具与技术会代替一部分人力，但充分利用大

数据的过程需要拥有高超的技术能力与分析能力的专业人士进行把控。企业急需集高水平技术分析、专业

素养与创新思维于一身的新型管理人才。这表明，大数据管理人才的短缺是企业运用大数据技术所必须解

决的问题之一。人才短缺虽是企业的一大难题，却为财务人员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提升自我的机会。财务人

员应提升应有的技术方面技能，加强与其他部门的合作与沟通，同时应改变当前的思维模式，以全新的视

角去看待企业发展问题，只有做到上述几点，才有可能成为一名为企业所需的更具战略性、更面向未来、

更积极的大数据管理人才，才可以帮助企业实现提升决策水平、识别管理风险、辅助开发新市场、提升经

营效率、增加利润等目标。 

1.2 数据的大量性与多样性的挑战与机遇 

大数据的大量性与多样性体现出其所涵盖的数据之多、之杂。面对数据价值的测算，财务人员面临的

挑战有：如何判断大数据中的有价值信息是哪些？各种数据都面临减值，其减值速度有多快等一系列与数

据价值相关的有待解决的问题。谈论数据价值不得不提及数据质量，因数据质量对数据价值起到了决定性

作用。决策者只有基于高数据质量才能准确判断外部环境并迈出正确的一步。如果数据中掺杂的杂质太多，

一些不相关、不准确的信息会给决策者传递出错误的信号，从而导致其做出错误的决定。这不仅不会起到

增加企业价值的作用，甚至会让企业为此付出沉痛的代价。财务人员如何保证数据质量是维护企业数据价

值的第一步，只有在数据质量得以保证的基础上，评估数据价值才有意义。 

大数据价值的评估是十分有必要的，虽然当前暂未开发出准确的估值技术与方法，但不可否认，研究

数据估价为财务人员带来了机会，估价过程要求财务人员在具备专业素养的同时，更应掌握分析技术的熟

练运用，站在全局视角对大数据进行深入剖析。财务人员如果能严格把控数据质量，，使数据符合企业的

质量要求，保证用于重要决策的数据是来自于可靠来源的并确保所提供的数据质量能够获取内外部利益相

关者们的信任，那么就能协助企业使得内部数据库更安全可靠且使其更具商业价值，实现大数据价值的提

升。 

未来，那些能通过可靠的估值方法帮助公司确定大数据资产价值，通过管理以及质量控制增加数据价

值的财务人员一定会使得他们在企业甚至人才市场上独树一帜。 

1.3 风险管理的挑战与机遇 

随着企业的发展，企业对于风险管理的重视程度也在不断加深。面对风险，最重要的是能够及时识别

风险并尽早做出反应将风险进行转移，识别风险越早越能帮助企业在风险应对上保持主动优势。风险识别

需要一双及时能够在各方各面发现异常信号的“眼睛”，那双“眼睛”指的就是能做到时刻保持警觉并具

备敏锐洞察力的财务人员，大数据可以帮助企业囊括更加全面的信息，他们能够帮助企业进行风险管理与

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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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业财融合的挑战与机遇 

随着技术的进步，企业可以实现安全的获取、存储以及分析从不同来源获得的多种数据。数据共享对

决策者来讲是个十分有利的工具，它能丰富企业的数据源，从而方便企业利用共享平台上的数据进行决策。

虽然财务人员可以通过决定在哪一时点将有效信息与内外部利益相关者分享从而辅助公司最大化数据价

值，但平台上的其他合作伙伴将数据共享至平台上仍拒绝这一做法。在全新的数据共享领域中，“竖井心

理”是财务人员实施有效数据管理的劲敌。各部门会因各种原因如机密性、害怕吸引太多注意力或者害怕

在业务的某些方面失去控制而拒绝进行数据共享，因此他们会保护自有数据。在这种情况下，财务人员若

想通过数据共享以扩大分析范围，为决策者提供更多有价值数据是存在困难的。 

大数据时代给财务人员创造了一个把数据与公司关键业务相结合的绝佳机会，财务人员如何将其提供

的决策支撑依据与企业业务相融合十分重要。财务人员如果可以做到及时从数据中提取出有用信息并使得

该数据能够被企业中的其他人员及时获取，那么这将成为财务人员的一项十分有竞争力的优势。另外财务

人员还可通过数据共享为企业决策提供更多的数据来源与支撑。财务人员能够从企业内外两方提升数据流

动性，为企业节省时间、金钱、提升效率。他们可以通过决定在哪一时点将有效信息与内外部利益相关者

分享从而辅助公司最大化数据价值，部门之间及时的数据交换可以提升决策有效性。财务人员可以将该技

能应用到大数据的战略使用中，在企业决策与价值创造中承担起核心与积极的角色。 

2.财务人员的角色重塑 

大数据带来的影响不论是机遇或是威胁都意味着财务人员当前正处于职业生涯中的交叉路口。他们可

以不做任何事情，看着技术的发展替代他们多年的技能，同时降低其在企业中的地位，或者他们可以适应

新的环境并增加他们的影响力、提升他们为企业创造的价值。财务人员应努力将大数据为自己所用以避免

沦为数据时代的牺牲品，他们可以采取更具战略性的策略协助企业塑造未来，比如：训练收集并分析结构

化和非结构化数据、构建模型、提取信息等。 

2.1 提升全面分析预测能力 

财务人员需要结合不同数据来评估企业绩效从而预测风险。对于整体环境分析来讲，从社交媒体评论

与线上产品的回馈中获取质量信息、环境条件、信用状况以及海外市场政治风险十分重要。另外，非结构

化数据以及从企业系统中难以通过正常渠道所能获取的数据将越来越需要收集和合成。当前的数据收集和

分析来自外部传统财务报告和企业资源规划（ERP）系统的更多信息。环境，社会等数据集越来越多地结

合到一起和详细分析。这种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可持续性和企业社会责任日益增长的重要性驱动的，在

资产负债表，损益表和现金流量表中发现的财务信息量，与温室气体排放，用水，林业影响，自然资源开

采等非财务信息相比，其对企业的影响不足为道。另外，开发量化非结构化数据的方法，可快速提升非财

务信息收集速度。例如从社交媒体收集的有关消费者态度数据，关于新出口市场的政治和信用风险的数据

以及关于气候变化和环境风险的数据，当财务人员能够对收集非财务信息以及非结构化信息十分得心应手

时，他的价值就能得以体现了。随着市场波动性的增加和操作环境的不确定性意味着财务人员的职能早已

不再局限于提供历史财务报告了。财务人员为了应付增加的波动性、不确定性和风险可以通过大数据和分

析做更多，财务人员应做到从被动转向主动、应将关注点从发生了什么转移至未来会发生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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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学习技术并加强沟通 

财务人员的分析技能使他们充分具备资质去分析大数据和识别对企业真正有价值的数据集。当前企业

最需要的就是掌握综合分析技术的人才，因此财务人员进行角色重塑必须学习如何将核心会计技能与数据

科学技能相融合以开辟新的职业发展道路。学习新分析技术为企业创造的价值还可以帮助财务人员弥补因

计算机智能替代当前工作所带来的损失。另外，除技术能力上的加强，与公司的首席信息官以及与 IT 人

员和业务分析师保持密切合作并定期沟通交流，将有助于财务人员加强对新技术的了解，提升企业经营效

率，从而更高效的帮助企业创造价值。如果财务人员与其他部门更密切地合作，从数据中展现洞察力，其

在业务中的可见性将大大增加。它将不在被视为是一个服务角色，而是一个战略合作伙伴，帮助领导者做

出和验证他们的决定。 

2.3 提升信息提取与信息传递能力 

财务人员将越来越多地要求使用统计和分析技能来“解读”数据的意义以及将这些意义传达给决策者。

财务人员不是软件工程师或数据科学家，但他们可以在将来通过数据科学获取所需信息。大数据时代最重

要的不是你拥有多少的数据，而是你能从数据中提取并利用多少有效信息以提升价值。因此，财务人员若

想有效进行大数据管理，必须提升其有效信息提取的能力，这需要财务人员十分了解当前局势，同时能洞

察出数据中隐含的潜在信息，这种洞察力以及思维运作方式是需要专业素质的培养以及经验的积累共同作

用才能体现的。另外，财务人员向决策者传递信息的过程，就是将其从数据中获取的智慧以简要清晰的语

言表述出来。财务人员需要给决策者看到的是从数据中挖掘出的智慧而不是数据，这并不代表其失去了作

为财务人员“为数据而生”的 DNA，而是指为成为与时俱进的“新”财务人员所必须要做的。 

3.研究结论 

大数据时代已经来临，财务人员面对环境的变化不能再无动于衷下去，财务人员应意识到大数据对他

们带来的影响是革命性的。只有通过角色重塑以全新的视角去看待财务，进一步发展他们的核心分析技能

并将其与大数据以及分析技术相结合，才能帮助企业更好的提高运营效率、提升决策水平、管理风险、开

拓新市场。大数据正在带领全世界走向新的开端，任何行业都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财务人员只有敢于

抓住机遇并勇于接受挑战才能为自己创造新的机会，在企业中发挥更具战略性，更具前瞻性和更具积极性

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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