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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政府会计制度下如何应用智能财务

方式，建立完善的业务、会计核算、内

控管理等系列流程，充分发挥财务一

体化信息处理的作用，实现数据共享，

使得财务人员能够从繁琐、重复性的

劳动中解放出来，将更多精力用于管

理分析和风险防范等方面。

第二层面，改变了第一层面简单

的搬运数据功能，可对政府会计数据

进行加工和整合。比如，将商业化智

能作为政府会计的辅助决策手段，通

过数学建模、多维度框架、专业数据

处理等方式，形成政府财务数据中心，

为政府管理者提供及时、全面、立体

化的智能支撑，进而顺利对接政府综

合财务报告制度。

第三层面，也是智能财务的深度

发展。比如，充分依托影像识别、语音

识别、生物识别等技术，实现智能交

互、智能预测、智能分析等全方位的

智能化政府会计，这也是实现政府会

计发展的终极目标。

（二）智能财务在政府会计中的

应用

1. 业务数据对接。目前各行政事

业单位的员工出差一般都是自行订购

机票、酒店等，待出差结束经由财务

人员审核后将费用支付给员工。期间，

整理稽核、费用支付等都浪费大量人

力，并且往往都是事后监管，无法做

到事前介入。基于智能财务角度，可

将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系统与购买服务

的中标供应商进行数据对接，根据员

工需求智能推荐实惠、最优方案，实

现协同管理。比如，当员工需要出差

智能财务主要有两个层面的表

现 ：一是机械化处理。比如，相继推

出的财务机器人，利用计算机做比较

机械化的会计业务处理，能够操作制

单、数据录入、归集整理、发票管理等

规则化的财务工作，主要特点是实现

24 小时高效率运转，提供快速、准确

的财务数据。二是脑力化管控。比如，

让计算机模拟人类大脑，采用多参数、

多维度变量模型进行数据分析采集，

快速、准确实现“大数据”，使之具备

“人脑想法”进行一些管理评价工作。

前一类只能自动执行重复、规则性业

务处理工作，后一类则具备逻辑思维

能力，在数据分析的基础上进行预测

或决策工作。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各

级各类行政事业单位全面施行政府会

计制度，这是服务深化财税体制改革

的重要举措之一，也是我国深化政府

会计改革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一环。那

么，政府会计制度下如何应用智能财

务？笔者在此做简要探析。

（一）政府会计制度下的智能财务

智能财务通俗地说就是业财流程

的智能化，它基本涵盖三个层面的含

义 ：智能财务的基础层面，基于业财

融合的“共享平台”；智能财务的核心

层面，基于商业化的“管理平台”；智

能财务的延展层面，基于大数据的“中

枢平台”。

第一层面，可以解决政府会计长

期以来存在的财务与业务脱节的问

题，实现业财融合的最大功效。比如，

通过“互联网 +”“财务机器人”等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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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可在系统中自行选择有关部门通

过招标确认的各类协议单位，财务部

门与供应商直接进行数据对接，月底

通过共享平台统一结算即可。

2. 财务数据对接。如何通过智能

财务方式将政府会计制度下的行政事

业单位财务数据与国库集中支付系

统、部门决算等成功对接，是今后亟

需解决的问题。政府会计制度创新性

地提出“双功能”“双基础”“双报告”

理念，充分利用“平行记账”的原理

架构，同时并行财务会计与预算会计

两套会计核算体系，有效结合了权责

发生制与收付实现制的本质特点，高

度集成了双重财务管理体系。而正是

通过这种会计制度的创新变革，成功

搭建起财务会计、预算会计之间既分

体系核算又衔接互通的会计核算管

理模式，为未来政府会计应用智能财

务奠定了基础。基于此，行政事业单

位和有关部门可充分利用智能财务

第二层面的功能，依托智能财务数据

共享平台，结合政府会计制度，将国

库集中支付系统数据分解为财务会

计、预算会计科目数据，同时进行数

据的“智能”对接。此外，还可使用建

模、多参数、多维度的数据处理方式，

对预算执行、决算情况进行“大数据”

分析，为有关部门决策和预算单位管

理提供实时、准确、全面的智能数据

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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