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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空间

基于内部控制的
高校财务信息化建设思考

建立统一规范的数据共享平台，实现

各系统间数据共享。同时高校要实行

数据的归口管理，明确各个部门对各

类数据字段的维护责任，实行数据的

源头化管理，保证数据来源的唯一性

与准确性。在信息化建设过程中推进

数据的标准化建设，对部门编号、人

员编号、项目编号等建立统一编码规

则，方便各部门之间及财务内部系统

之间的数据对接与传输，对因历史 原

因导致编号不一致的，要建立对照标

准，以便于实现数据的传输与共享。另

外高校应建立不同软件系统之间的数

据传输规则，各个软件系统数据应先

汇集到高校的数据中心，再由数据中

心将数据传输到有相应需求的软件系

统，避免系统与系统之间直接的数据

传输导致的对某个系统的过度依赖。

2. 财务信息化导致高校经济活动

的流程发生改变，因此高校应重新梳

理预算管理、收支管理、资产管理、采

购管理、合同管理、基建管理等各项

业务的流程，理清业务流程涉及到的

岗位权限和岗位职责，将各项业务流

程的内控环节和关键风险管控点嵌入

到财务信息化建设中，形成科学规范

的业务流程图。在此基础上对财务管

理制度体系进行修订和重构，构建以

“管理制度化、制度流程化、流程信息

化”为特征的财务制度体系，为财务

信息化的建设提供制度保证。同时财

务信息化建设应明确不相容职务的职

责，建立各个岗位之间相互合作与制

（一）高校财务信息化建设的风险

1. 高校财务、教务、科研、资产等

信息系统在建设阶段，都是以各自使

用的软件为中心，对部门、人员、项目

等要素进行编码，缺乏统一规划，导

致要素编码、数据信息不一致，在后

期的数据对接过程中协同程度低，各

个系统对数据的输出与接收存在困

难，共享效果差。同时，因未形成科学

的数据对接方式，当前部分系统的数

据对接未经过数据中心，直接从一个

系统传输到另一个系统，导致一项经

济业务对某个软件的过度依赖。

2. 高校在财务信息化建设过程中，

未能将信息系统的实施流程与内部控

制结合，在权限设置中系统可能存在

“超级用户”，部分员工的授权不当，

可能导致无法利用信息技术实现对经

济活动的有效控制。

3. 目前大部分高校的财务人员知

识结构较为单一，缺乏信息系统管理

与维护等方面的知识与技能，导致财

务信息系统的安全得不到有效保障，

数据丢失与毁损的情况时有发生，进

而影响了正常经济业务的开展。

（二）基于内控的高校财务信息化

建设路径

1. 加强顶层设计，将财务 信息化

纳入到高校总体信息化建设中，统筹

布局财务系统与教务、人事、科研、资

产等系统的建设。高校应设立专门的

信息化建设部门，负责各类信息系统

的开发、运行、维护和安全保障，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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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的工作机制。同时应根据业务性质、

重要性程度、涉密情况等确定信息系

统的安全等级，建立不同等级信息的

授权使用制度，实行严格的授权管理、

授权申请及审批。各岗位权限应合理

控制并相互制约，所有操作人员都应

在权限范围内进行操作。

3. 高校应根据学校经济活动实际

管理和相关部门业务变更等要求进行

构建和升级改造，避免软件系统的低

效堆积和重复建设问题。新的政府会

计准则制度出台后，应首先完成账务

处理等重点系统的更新与改造，并及

时开发业务需要的新系统，在升级现

有系统及引进开发新系统的过程中应

注重系统实用性和兼容性，实现不同

系统间的信息共享，同时要注重痕迹

管理，防范风险。

4. 加强财务人员队伍建设，优化

知识结构。高校财务工作呈现出“前

移、无界、互联”的新特征，高校财务

实践对财务人员在账务核算、内控管

理、信息化水平等方面都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为此，高校应创新财务人员

的培养模式，建立财务人员的岗前培

训和岗位继续教育制度，将信息技术

应用作为培训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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