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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业财智能融合的优化措施

合协助，综合运用管理会计工具，对

流程进行精细化分类管理，明确职责

分工，对有交叉重合的流程进行整合，

避免重复劳动和信息重复采集。

（二）强化全面预算管理，完善业

财全链条融合

全面预算管理是高校业财融合的

关键步骤，通过全面预算管理措施，

将财务规则融入到业务活动全链条，

实现将财务目标“翻译”成业务计划，

再将业务计划“还原”为财务数据的

闭环管理，实现业财全链条融合。首

先，预算编制环节，业务部门积极与

财务部门对接，结合业务特点和财务

管理制度，做到预算编制内容精细化，

要把相关支出和需求考虑周全，提高

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其次，预算执

行过程中，业、财人员共同参与，结

合预算目标，对关键节点实时动态跟

踪、监控，并及时反馈分析和调整。

最后，加强预算绩效考核和结果运用，

将预算绩效管理实质性嵌入预算编

制、执行、监督全流程，做到“跟踪问

效”，将考核结果与预算安排和政策

调整机制挂钩，提升校内各预算主体

对预算管理的重视程度。

（三）打造信息共享平台，实现业

财智能融合

业财智能融合涉及到校内所有业

务部门，需要学校层面利用新一代信

息技术设计一个集教务、学生工作、

科研、财务、人事、后勤等各职能部

门于一体的信息共享平台，实现财务

与校内各部门的业务资源、数据的集

目前高校的业财智能融合仍存在

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是财务管

理模式仍以事后核算为主，导致财务

数据滞后，无法及时反映业务现状，

管理会计职能发挥不充分。二是预算

编制体系不科学、预算评估制度不健

全，预算管理与业务活动融合不够，

预算、决算“两张皮”现象突出。三是

信息化体系建设不完善，信息孤岛现

象存在，制约了财务部门与其他业务

部门之间的数据对接和实时交互。四

是业财融合考核制度缺失，绩效考核

目标不一致，财务人员更关注会计专

业技能，业务人员更关注业务绩效目

标的实现，既熟悉高校业务流程又掌

握财会知识的复合型人才稀缺，影响

了业财融合的效率。笔者建议高校可

从以下几方面加强业财智能融合。

（一）增强精细化管理意识，推动

业财流程融合

流程融合是一个综合性概念，是

通过对业务和财务流程进行系统化整

合，实现工作内容的衔接和数据的交

互，最终做到业务和财务两个系统真

正的有机融合。高校各部门业务都有

自身的运行规律，在业财融合一体化

背景下应按照精细化管理理念，打破

原有的财务和业务流程，自上而下推

进两者有机融合。首先，通过技术手

段优化财务报销流程，实现财务报销、

资金支付、业务签批、资料传递等财

务和业务活动的线上无纸化办理。其

次，在与业务部门流程融合的过程中，

应由财务部门主导，其他业务部门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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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享，将学校财务流、资金流与业

务流整合成统一的数据体。平台设计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首先，借

助“互联网 +”技术，建立以财务为中

心，对接业务部门的跨部门集成式工

作处理模式，在人、财、物的调用及

信息共享方面拥有更多权限，这一模

式对于应对如疫情等突发事件具有重

要意义。其次，依托大数据与云计算

技术，对信息共享平台的数据进行分

析，保障业务联通和数据管理工作，

打破信息壁垒，实现信息数据的跨部

门动态更新和实时共享。最后，合理

利用区块链技术，发挥区块链数据难

以篡改和去中心化的两大特点，解决

平台数据信息安全以及校内各部门之

间信任的问题。

（四）改进绩效考核方法，促进业

财目标融合

业财融合涉及到高校各部门和

院系，应建立完善的业财融合绩效考

核体系，提高高校管理层及各部门对

业财融合的重视程度。在业财融合初

期，可以考虑以各部门考核为切入

点，运用平衡计分卡，在部门绩效考

核中加入业财融合指标，提升员工参

与业财融合工作的积极性。比如，财

务部门考核时加入业务参与度、高校

发展规划参与度等指标，在业务部门

则增加预算执行情况、成本控制等财

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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