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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会信息化

近年来“智能 +”应用场景不断

涌现，推动财务向智能化方向发展，

智能财务的概念应运而生，成为企业

财务转型的新一轮热潮。实际上，智

能财务建设与业财融合是通过管理

会计这一桥梁建立的联系，因此厘清

管理会计、业财融合与智能财务的关

系并据此构建智能财务建设框架，推

进智能财务全面落地，成为一种新的

研究路径。本文从业财融合的视角切

入，考察智能财务建设的相关问题，

基于业财融合视角的智能财务框架设计 

摘 要：智能财务建设与业财融

合通过管理会计建立联系。本文在厘

清管理会计、业财融合与智能财务的

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智能财务建设

的思路，从横向管理维度和纵向技术

维度构建智能财务建设框架，阐释了

智能财务的建设阶段与对应目标，通

过系统分析与论述提供智能财务建设

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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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产品或服务，强调的是从供应商

到消费者的供应，它从单一业务视角

解决了从供应商到客户的研发、计

划、采购、制造、营销、售后等流程 ；

业务链则是多重供应链的复合体，体

现了供应链之间的交叉融合。因此供

应链支撑着业务的持续发展，而财

务链则体现了“预算——成本——核

算——绩效”的全过程，既涵盖了财

务会计的核算与报告，又包括了管理

会计的规划、管理、控制、评价。通

过财务会计的信息传递与管理会计

的信息加工与应用，实现前端延伸业

务打通业财，后端基于融合业财数据

辅助决策支持并反馈至业务，进而实

现财务链与业务链的融合。此外，财

务链与供应链又能通过第三方平台

对接建立采购数据和客户销售数据

的连接，并通过经营分析支撑业务的

有效运营，由此建立了“供应链——

业务链——财务链——业务链（供应

链）”的全链路价值融合。

二、业财融合与智能财务的

关系

（一）业财融合为智能财务建设

以期通过系统性分析与论述提供智

能财务建设的解决方案。

一、业财融合的本质：供应

链、业务链与财务链的全链路价

值融合

业财融合对企业价值创造有着

直接影响，应站在企业整体层面从价

值的视角考察业务与财务的关系。根

据融合价值链主张，业财融合的本质

最终体现为价值链的融合。但从价值

链的深层含义来看，它是所有能够为

企业创造价值的活动和因素的集合

体，是数据视角下供应链、业务链、

财务链三者的有机融合。因此，业财

融合的本质是要打通供应链、业务

链、财务链的全链路，最终统一于价

值链的价值融合。

打通业务系统与财务系统的接

口仅实现了数据的流动，并不能实现

全链路的贯通。真正的价值融合要通

过数据标准的统一，实现数据采集、

处理、分析、应用的全生命周期管理，

进而实现其在供应链、业务链、财务

链之间的贯通和融合。具体而言，供

应链是操作层面的概念，针对的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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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数据基础

从智能财务实现的基础来看，其

需要具备数据、算法、算力三个要素。

其中数据是基础、算法是工具、算力

是保障。但数据最终能够服务于管理

会计并发挥价值，还应具备两大特

征 ：一是数量特征，即只有大数据才

能够保证算法的持续训练，据此分析

出的结果也才具有普遍意义 ；二是

质量特征，即数据不是单纯源于财务

核算系统或业务系统，而是需要打通

系统间壁垒，实现业财数据融合，并

基于此统一数据标准，据此加工的数

据才能够为决策提供支持。而上述特

征恰好是业财融合要解决的核心问

题，由此构成了业财融合与智能财务

以业财融合数据为连接点的耦合关

系 ：一方面，业财融合从数量特征上

构成了企业内部的大数据中心，进而

为决策支持提供数据资源池 ；另一

方面，业财融合从质量特征上改变了

传统财务管理模式下“前端业务、后

端财务”的业财关系，并实现了二者

的有机融合和数据标准的规范与统

一，为基于数据分析的管理会计决策

支持提供基础。

（二）智能财务建设为业财融合

的实现提供决策支持

财务价值集中体现为管理会计

的价值发挥，其最终还是要落脚到为

业务提供决策支持，确保业务能够持

续创造价值，因此智能财务建设本身

就是实现业财融合的过程。在此基础

上，通过智能财务平台建设实现会计

核算系统与管理会计系统的有机集

成，而二者的连接点就是内嵌于管理

会计系统中的数据管理系统。通过搭

建完善的数据管理系统，能够将业财

融合数据传递至管理会计系统，将预

算、成本、绩效、内控和风险管理等

相关数据通过经营指标转化为业务

的语言，及时反馈至业务部门，为业

务发展提供决策支持，实现资源的合

理配置，指导业务的持续良性发展。

三、基于业财融合的智能财

务建设框架设计

（一）智能财务建设框架的设计

思路

基于业财融合与智能财务之间

的互动关系，智能财务建设框架应从

业财融合的理念出发，将业财数据作

为智能财务建设的基础，按照数据采

集、处 理、应 用 的 逻 辑，以 自 动 化、

数字化、智能化技术为依托，实现基

于业财融合的智能财务建设框架设

计。该框架的整体思路如图 1 所示 ：

通过会计核算系统与业务系统的贯

通以及数据标准的统一，确保业财数

据能够实现结构化数据的自动采集

传输、半（非）结构化数据的图像及

语言识别与转化，并实时传输至数据

管理系统进行加工。数据管理系统作

为管理会计系统中的内嵌模块，通过

算法模型以及算力技术的保障，可实

现数据清洗、数据加工、算法训练、

模型生成、智能计算等功能，进而生

成包括财务核算、过程管理和决策规

划等方面的智能模型，再通过交互式

图表、增强分析、多维分析等新技术

实现数据分析结果的可视化，反馈至

管理会计系统中，为指导业务提供决

策支持。

（二）智能财务建设框架的架构

层次

考虑到智能财务建设的落地实

施，本文将智能财务体系划分为核算

型智能财务、管理型智能财务、决策

型智能财务三部分，并提出基于业财

融合的智能财务建设框架。

本文将智能财务建设框架划分

为横向管理维度和纵向技术维度（如

图 2 所示）。其中，横向管理维度是基

于会计工作的整体性，将智能财务建

设按照信息提供对象划分为财务会

计和管理会计两个领域 ：财务会计

对应会计核算工作，管理会计对应过

程管理和决策规划。在具体管理范畴

上，各部分会计工作与智能财务的发

展阶段相对应 ：会计核算工作对应

图1  基于业财融合的智能财务建设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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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算型智能财务，涵盖财务核算、资

金管理、财务运营、税务管理等 ；过

程管理工作对应管理型智能财务，涵

盖预算、成本、绩效、内控与风险控

制等 ；决策规划工作对应决策型智

能财务，涵盖投资决策、筹资决策、

经营分析、风险决策等。

纵向技术维度基于“数据 +算法 +

算力”技术原理，按照“数据采集的

数据化、数据处理的算法化、数据应

用的产品化与平台化”思路逐层搭建

基础层、技术层及应用层。其中 ：基

础层包括为算法模型提供基础资源

的业财数据和为算法提供基础计算

能力的基础硬件 ；技术层包括基础

技术和软件框架，支撑着自动化、数

字化与智能化的相关应用场景 ；应

用层是智能财务各阶段所包含的应

用产品及应用场景，连接会计信息使

用者与人工智能端，并支撑着财务会

计（会计核算）与管理会计（过程管

理、决策支持）的智能化。具体而言，

智能财务的应用场景主要涉及三个

层面 ：一是通过信息识别能力，模拟

或替代会计的工作流程 ；二是通过

语言交互、人机协同，实现基于对话

式用户界面（UI）的智能会计助理 ；

三是通过增强或模拟会计人员的分

析、决策能力，形成会计专家的“脑

力”，实现决策支持与风险控制。

（三）智能财务的建设阶段与目

标分析

人工智能的发展直接决定智能财

务的发展阶段。上述分析从“技术 +

管理”的融合视角提出智能财务建设

的三大阶段，即核算型智能财务、管

理型智能财务、决策型智能财务逐层

递进的发展逻辑，并最终呈现出决策

型智能财务的高级发展阶段。各阶段

的建设目标如下 ：

1. 核算型智能财务。该阶段利用

RPA、OCR 等数字技术解决当前在会

计核算领域的效率提升问题，其建设

目标为提升会计工作效率，释放基础

型会计劳动力。

2. 管理型智能财务。该阶段体现

了业财融合后的技术应用能力，但此

时仍处于弱人工智能阶段，建设重心

旨在解决基于核心业财数据的经营

管理问题，其建设目标为提升经营管

理水平，实现核心风险防控。

3. 决策型智能财务。该阶段人工

智能已经实现了人机协同的发展模

式，并跨越了单体组织，实现了价值

链上的生态建设，其建设目标为实现

价值导向的场景驱动，创造企业价值

新增量，打造企业新生态，为业务发

展赋能。

目 前，核 算 型 智 能 财 务 已 通 过

RPA 等数字技术解决了报销、核算、

审核的自动化问题，但由于技术限

制，管理会计的智能化目前主要体现

在管理型智能财务的实现上，距决策

型智能财务的建设仍有很长的一段

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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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基于业财融合的智能财务建设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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