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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背景下高端会计
人才培养工作的思考

工作如何保障企业维持原有的竞争优

势，并持续性地开拓国际市场，这是

当今国际形势赋予高端会计人才的新

使命和新要求（董南雁等，2020）。

从工业革命浪潮来看，目前正处

于新一轮工业革命的迭代变革期，数

字化、智能化产品和技术日新月异，

改变了人类的物质生活甚至社交模

式，同时也给传统的商业模式带来更

大挑战。科学技术是促进社会经济发

展的关键因素，科学技术水平的高低

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强弱的重要表

现。基于数字经济的时代背景，高端

会计人才更需要的是利用科学技术提

升会计工作效率，尤其是改善企业财

务数据的质与量，为战略决策提供数

据支撑，助力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二、高端会计人才培养工作的

个体需求

本文选取我国高端会计人才培养

对象作为研究样本，通过问卷调查方

法获取新时代高端会计人才对培养教

育工作的个体需求，更直接精准获取

高端会计人才培养的现实情况。问卷

调查设计内容主要包括被调查者的基

本情况和工作情况、高端会计人才培

养的个人诉求、 个人对于国际化高端

会计人才培养的认知情况四个方面。

本次选取的调研时间为 2021 年 2

月，调研对象为 2021 年全国大中型企

事业单位总会计师培养（高端班），有

随着数字化、智能化时代的到来，

无论是学术界的会计学科建设，还是

实务界的财务会计实践工作都处于转

型和变革时期。笔者认为，高端会计

人才的培养工作也应顺势而为，遵循

人才培养的教育教学规律，结合社会

经济环境的变化，及时进行调整和优

化，甚至要在更高站位上，从更宽阔

的视野出发，前瞻性地设定培养目标、

梳理培养流程、优化培养方式，这样

的高端会计人才培养模式才会取得预

期效果。

一、高端会计人才培养工作的

时代要求

从国内经济环境来看，寻求经济

增长转型与高质量发展面临较大挑

战。会计工作作为经济管理活动之一，

在新时代背景下可谓是机遇和挑战并

存。特别是作为高端会计人才来说，

他们唯有率先实现自身转型和高质量

发展，才能达到通过会计工作服务我

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助力培育经济新

发展动能、激活新发展活力的目标。

从国际社会格局来看，经济全球

化是大势所趋，各国各地区间的经济

交融和要素流动愈发频繁，我国企业

在全球价值链的布局和地位尚不稳定

（黄鹏和陈靓，2021），产品风险、地

缘冲突、社会差异等诸多因素明显增

加了企业会计工作的体量和难度。在

更广阔和更复杂的横向竞争中，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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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问卷为 60 份。调研结果显示，培养

对象近 80% 处于 40 ～ 50 岁之间，工

作经验较为丰富，其中工作年限已逾

20 年的培养对象占比为 58.33%，特别

是培养对象之间的学历背景和工作

职责均较为相近。从学习经历来看，

76.67% 的培养对象取得了硕士研究生

以上学位，且 90% 的培养对象拥有工

商管理专业学科背景 ；从职务方面看，

36.67% 的培养对象现任职位为首席财

务官或总会计师，23.33% 的培养对象

为计财部或财务部总经理。总结调研

结果，高端会计人才培养工作的个体

需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首先，从培养对象来看，高端会

计人才因彼此年龄差距较小、职位相

似，且各自工作阅历较为丰富，他们

普遍提出了学员间同伴学习的迫切诉

求。这也启发培训部门在针对高端会

计人才的培养过程中应充分调动和释

放学员的主观能动性，同时为培养对

象创造和提供更多相互交流和分享经

验的平台，让学员相互促进提升专业

素养和工作能力，同伴间的知识共享

也是激发高端会计人才潜力的另一重

要路径。此外，从高端会计人才培养

对象所在单位的情况来看，调研结果

显示，高端会计人才的工作单位跨各

行各业，经营范围差异明显，涉及我

国经济领域中的各个细分市场。同时，

其所在单位业务规模体系也较为庞

大，53.33% 的培养对象单位收入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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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超过百亿元人民币，且 38.33% 的培

养对象单位经营范围涉及全球，他们

也意识到国际环境对于企业经营业务

的重要影响。基于此，培养工作应结

合高端会计人才的工作特征，重视提

升其全局思维和国际化视野。

其次，从培养对象亟需的财务知

识情况来看，调查结果显示，排名前

三的为战略财务、投融资、金融资源

配置等方面的知识。可以看出，当前

高端会计人才培养对象需要具备更多

的战略思维和集团视角，并且较为重

视集团公司资源的合理优化配置，而

不是单一的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工

作。换句话说，在新时代背景下，对

于高端会计人才的培养，需要注重其

在企业职责和角色定位的转变。调研

结果显示，高端会计人才培养对象因

现任职务的特征，他们对于企业集团

的战略参与程度明显增强，已从常态

的战略实施者转变为战略决策的参谋

者，他们更需要拥有对企业会计、财

务组织战略的制定和把控能力。

最后，从培养对象对财务知识的

具体诉求来看，调查结果显示，培养

对象大多比较关注财务战略转型、数

字化、智能化等方面的内容。财务战

略转型是财务领域里的质量变革、效

率变革与动力变革的具体体现，也是

财务实现高质量发展具体路径的起

点 ；数字化、智能化重新定义了未来

商业模式和工作方式，也重塑了财务

组织和工作流程，高端会计人才需要

思考如何借助数字工具和智能技术来

推动企业变革和财务转型（周守亮和

唐大鹏，2019），并构建“数据智能＋

网络协同＋开放平台”的敏捷财务，

以及面向未来财务的“人机协同”的

工作方式。

三、新时代背景下高端会计人

才培养工作的优化建议

（一）针对全球格局调整高端会计

人才培养工作方式

当前，为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

势和稳中求进的国内经济环境，高端

会计人才的培养工作在国内国际双循

环的新发展格局中更应提高站位意

识。一是充分调动并发挥高端会计人

才在经济运行中的主体作用，提升高

端会计人才灵活多变把控国内国外形

势的能力。在全球经济环境下，要求

高端会计人才既要能够预测企业处于

国内国外市场的地位，也要具备在危

机中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思维，

积极应对国内国外各类风险的挑战。

二是充分发挥高端会计人才的会计监

督职能作用。受世界经济复苏迹象不

明、国际贸易市场显著萎缩等因素的

影响，高端会计人才在参与国际竞争

中必须坚持贯彻新发展格局的总体国

家安全观，在企业经营和财务工作中

必须落实国家安全战略，增强大局意

识和风险意识，筑牢国家安全屏障。 

（二）顺应数字化浪潮创新高端会

计人才培养工作模式

科学技术的发展促使社会进行全

面转型，以数字化为契机的商业变革

早已悄然开始，这既影响企业生产经

营方式，也推动着高端会计人才培养

工作要创新培养模式。由于高端会计

人才不同于一般员工，在企业数字化

转型中他们既需要夯实自身的专业

技术能力，也需要对实质业务有更全

面的认知。因此，新时代背景下高端

会计人才的培养工作要紧把数字化脉

搏，善于运用新技术推动企业数字化

技术转型和升级（秦荣生，2020）。具

体来说，高端会计人才培养工作模式

的创新要重点关注以下两个方面 ：一

是推动高端会计人才对数字化技术的

认知能力和水平，突破原有财务人员

的业务短板，运用数字技术及时了解

并把控企业的经营活动，提升驱动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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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前端业务流程优化的能力。二是引

导高端会计人才创新财务数字化平

台，主动提升财务工作自动化水平。

数字化技术可将单点数据于各节点提

取，数据处理工序和时长大大缩短，

因此，通过数字化技术创新企业财务

管理模式，将大大提升财务会计工作

的效率和效果，将真正有益于企业精

细化管理（刘正阳和刘正航，2019）。

（三）细化高端会计人才培养工作

流程和方案

新时代下传统会计工作边界越来

越模糊，财会人员工作的职责界限业

已打破，深刻调整中的世界经济格局、

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发展及不确定的

商业变革趋势都挑战着传统的财务会

计工作。基于此，高端会计人才需要

主动调整在企业中的角色和定位（赵

鸣骥，2016），由原有的“记录者”转变

为“战略者”。这就要求高端会计人才

培养工作亟需细化人才培养流程，有

针对性地设计培养方案，着力提升培

养质量，助力高端会计人才战略思维

和适应市场变化能力的提升，为所在

行业和领域作出突出贡献。 
（作者单位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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