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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的发展不仅使会计职能由

以核算、监督为主的财务会计向以预测、

决策、控制、评价为主的管理会计转变，

还对整个财务运行模式乃至企业经营模

式产生了深远影响。《会计法》的有关规

定也已不能适应“互联网+”背景下会计

信息化发展的新要求。

一、“互联网 +”对会计信息

化的新要求

“互联网+”背景下，云会计、财务

共享服务中心的出现以及财务机器人的

上市极大地改变着会计信息化的发展轨

迹，《会计法》的相关规定也受到了冲击。

1.对会计信息时效性的新要求

“互联网+”对会计信息时效性的新

要求主要体现在会计期间界限模糊、经

营期间长短选择多样两方面。“互联网+

会计”模式在众多企业中的应用使“业

务时时发生，报表实时反映”成为可能，

会计信息的实时生成使会计期间界限变

得模糊。同时，现代部分企业的目标并

不是长久经营，只是想快速打入市场赢

得短期利益之后就撤离，持续经营的假

定显然不能满足新要求。可见，在“互联

网+”下，《会计法》规定的单一会计年

度已经不能适应现代企业的会计行为。

2.对会计信息质量可靠性的新要求

“互联网+”对会计信息质量可靠性

的新要求主要体现在会计主体扩大化、

货币计量局限性两个方面。在扩大会计

主体范围方面，《会计法》将需要进行会

计核算的主体统称为“单位”，然而随着

信息技术的发展出现了许多以互联网为

依托的新型会计主体。会计主体假设要

求“单位”要具有独立性，但“互联网+”

时代信息横、纵向的交织发展加强了会

计主体的联系，难以确保其独立性。同

样，随着知识经济和互联网技术的融合，

货币不再是衡量价值的唯一标准，企业

的竞争力、创新力等因素也在很大程度

上决定着企业价值。

3.对会计信息分析的新要求

《会计法》只对会计信息的核算作了

详细规定，并未进一步对信息分析作要

求。“互联网+”对会计信息分析的新要

求主要体现在会计职能转变、会计人员

有效配置、会计流程一体化、会计教学

创新四个方面。“互联网+”下信息的集

中、透明使业务的整套流程更为清晰，

会计职能也由事后核算和监督向事前预

测、事中监督转移；“互联网+”下财务

共享平台的建立大大提高了会计人才资

源的使用效率；“互联网+”确保了整套

业务财务流程的可见性，有利于业财一

体化，同时对业务的及时分析调整有利

于实现全流程会计；“互联网+”改变了

会计信息化的教学模式，教学模式趋向

学校创建平台，学生登录客户端进行多

样化、有针对性的个性化学习，学习内

容也拓展到计算机信息技术、网络管理

等多领域、多学科的学习。

4.对会计信息标准化的新要求

“互联网+”对会计信息标准化的新

要求主要体现在打破区域界限、消除信

息孤岛、改善数据结构三个方面。“互联

网+”为企业间信息的实时交互创造了

可能，打破了区域性的隔阂，降低了信

息共享成本；“互联网+”加强了信息的

交互，消除了会计信息化的信息孤岛，

增强了会计信息的可拓展性；现代企业

不仅要运用结构化数据，还要处理半结

构化和非结构化的数据中，数据整合有

助于统一数据口径从而帮助企业实施准

确的决策。

5.对会计监管模式的新要求

“互联网+”对于会计监管模式的新

要求主要体现在机制创新方面。传统的

分业监管模式使会计信息的流向是分散

的，“互联网+”下会计信息平台的建立、

会计数据的综合应用推进了向混业监管

模式转变，有利于各部门的信息互动，

促进机制创新。

二、修订建议

“互联网+会计”模式下诞生了财务

共享服务中心、云会计等新型财务模式，

因此笔者建议此次修订应考虑增加流程

监督、制衡控制方面的相关规定。下面

以会计信息化下财务共享服务中心云平

台作为辅助，对《会计法》中会计信息化

的岗位设置、制衡手段、工作流程等方

面提出具体的修订建议。

“互联网+”背景下《会计法》的修订建议

——　基于会计信息化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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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法》修订专栏

1.岗位设置

在“互联网+会计”的模式下，《会

计法》应对财务人员和信息技术人员的

行为均有所制约。基于内部控制所规定

的人员职能应相互牵制原则，《会计法》

应对企业设置的岗位提出具体建议。

（1）财务人员A组：财务共享云平

台的管理者，主要职能为控制、反映和

监督。其中：控制包括对整个系统运行

情况的掌控、对流入平台数据安全性的

保障以及对数据资源和人力资源的分

配；反映体现在对系统运行情况的实时

反映、对上下级人员进行数据信息的及

时反映；监督是指对系统运行的监督、

对平台数据处理的监督。

（2）财务人员B组：专业的财务管

理和决策者。对集团企业而言具体分

为集团财务部和分、子公司财务部。其

中：分、子公司财务部的职能是借助平

台提供的数据进行各分、子公司经营计

划等的制定，从而为集团财务部提供决

策支持的信息；集团财务部在综合平

台数据以及分、子公司提供的信息的情

况下，制定整个集团的投融资方案、全

面预算等。

（3）财务人员C组：提供服务以及

咨询的平台工作人员。这组人员的工作

全部在平台开展，具体可分为专用费用

组、资金组等，对系统整合计算出的基

础项目进行分析，为集团的各个部门提

供信息支持。

（4）财务人员D组：原始信息的录

入者、审核者。这类人员的工作最为基

础，将原始财务信息录入到系统中并审

核保证信息的准确性。

（5）信息技术人员：对系统的运营

提供技术支持，同时提供系统优化方案，

提出资源配置建议，保障数据安全。

2.制衡手段

会计信息化的前提是要确保数据的

安全性，数据外漏及网络系统的不稳定

是企业关注的重点，故此部分将站在保

障数据安全性的角度谈制衡手段。一是

要进行用户身份审核与授权。指对接入

系统的人员进行身份认证，与系统中的

名单进行匹配，对用户签名进行审核。

二是要设置防火墙。需设置两道：一道

设在数据采集之后、数据处理之前，意

在对采集的原始数据进行保护，保障数

据的完整性，从而对决策的正确性提供

支持；另一道设在数据处理后、存储在

数据库之前，旨在隔离数据库的信息保

障处理后的数据价值。三是要设置核心

数据存储中心。此中心为一个相对独立

的区域，数据存储周期长，数据具有较

高的保密性，确保已处理数据的有用性。

3.工作流程

会计发展方向为业财一体化的全流

程会计，《会计法》不仅要监督会计业务

也要对整个会计流程有所制约。

（1）整合数据信息。在收集了各级

财务数据信息的情况下，首先要处理数

据以确保数据具有统一的口径，之后清

除重复冗杂的信息，最后验证正确性。

建议《会计法》对此环节的正确性、冗余

方面进行规范。

（2）分配信息资源。为了保证数据

库中的信息在平台高效运转，要对信息

资源进行有效分配，这就需要信息技术

人员与财务人员通力配合，财务人员要

在参考信息技术人员提供的资源配置建

议的情况下合理有效地配置信息资源。

建议《会计法》对此环节的合理性、有效

性进行规范。

（3）交付云平台。共享中心将数据

交付给云平台，使不同地区、不同部门

的工作人员都可以享受到服务。建议

《会计法》对此环节的高效性、层次性进

行规范。

（4）对接业务流程系统。实时匹配

业务与财务信息，做到互相监督、交互

信息，对于推进业财一体化，实现“三流

合一”有着重要作用。建议《会计法》对

此环节的及时性、完整性进行规范。

（5）对接绩效考评系统。绩效考评

与平台对接可以改变领导主观评判、员

工形式评判的方式。建议《会计法》对此

环节的公正性、透明性进行规范。

（6）对接信息系统。信息系统为企

业提供技术支持，与平台对接后，企业

的业务流程可以通过云平台来完成，大

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也为决策的正确性

提供了保障。建议《会计法》对此环节的

稳定性、辅助性进行规范。

（7）实施财务管理和决策。前期工

作归根结底是为了企业能够实施财务管

理、做出正确的决策。财务人员在充分

利用平台的信息以及综合各业务、各部

门实际的情况下，开展财务预测、报表

评价等重要工作。建议《会计法》对此环

节的客观性、综合性进行规范。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

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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