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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今天，高职院校会计人员岗位需求发生了变化，即由原来的核

算型人才，转变为具有会计专业背景的管理型人才。这就要求会计人员不能仅满足于能否胜任当下工作，更要着眼于

未来职业的发展、晋升等。文章从高职院校财务从业者的角度着手，探讨高职院校会计人员在日常工作、职位职称晋

升等面临的具体问题，提出针对性建议，为高职院校财务人才队伍建设提供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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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big data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 demand for accounting staff in col-

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s changed shifting from the original accounting talents to management talents with accounting background.

Therefore, accounting personnel cannot be satisfied only with being competent for the current work, but also need to focus on the de-

velopment and promotion of future care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niversity financial practitioner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specific

problems that college accounting personnel faces in their daily work and promotion of job titles, and puts forward targeted suggestions

to provide decision basi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financial talent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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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发展影响着我们的工

作、生活。会计工作也是日新月异，人工智能技术

的应用给会计从业人员提出了挑战，要求会计从业

人员要具备互联网思维、掌握大智移云技术，其工

作侧重点应由原来的核算转为风险防控、管理会

计、成本管理等。这就要求高职院校要重视会计队

伍建设问题，尤其是已有会计人员的转型问题。

一、高职院校会计人员现状分析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改革不

断深化，国家层面出台了系列政策，要求会计人员

的基础工作要效率、转型工作要能力、创新工作要

魄力。而部分高职院校却存在管理型会计人才缺

乏，会计从业人员的职业规划理念不强，仍停留在

重会计核算轻财务管理。这直接导致他们的财务管

理工作业绩不理想，职称、职位晋升难的局面。

（一）综合性管理型会计人才缺乏，核算型会

计人员流动性低

目前高职院校财务部门岗位的会计人员普遍是

核算型会计，所从事的工作主要是重复性的记账、

算账、报账，会计人员普遍缺乏管理会计知识和工

作经验。从 2019年 1月 1日开始实施新的《政府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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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准则》对高职院校会计人员的综合素质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教育事业发展

“十三五”规划的通知》中指出要落实高职院校在

资金统筹、经费使用、设备采购、制度管理等方面

的自主权，使综合性管理型会计人员缺乏的困境越

来越突出。而且，通常高职院校会计人员岗位设定

是根据“一岗一编”设定的会计岗位，所谓的 “一

个萝卜一个坑”，对于难以胜任相应岗位的人员淘

汰机制不健全，导致普通核算型会计人员自身不愿

意走，单位本身解雇员工自主权力不足，造成流动

性低。

（二）会计人员职称评聘难，职位晋升难

自高职院校职称评审改革以来，高职院校有权

对本校职工的职称进行评聘制。从国家层面来讲，

作为会计人员首先要通过全国会计职称考试。从学

校的角度来讲，会计人员通过会计职称考试是基础

条件，而后必须与本校其他专业技术系列的教师进

行竞争聘用[1]。故，会计人员不但要具备会计专业

知识，还要会做科研、写论文、竞赛荣誉等各种硬

性指标，对于会计人员来讲无疑是个挑战。会计人

员日常的工作主要是与大量数据打交道，日积月累

逐渐习惯于只会看数据疏于文字，写论文、做科研

基本不擅长；学生竞赛指标打分几乎为零；各类荣

誉也仅限于学校内。所以，会计人员即便通过了相

应的职称考试，但是评审关也难以通过。

另外，会计工作性质决定会计人员更擅长与数

据打交道，工作踏实但站位不高，防范风险意识

强，但解放思想不够，这些特质往往给人的印象是

“难搞的管家婆”，在年终评比中往往处于弱势。缘

于此，导致会计人员升迁的机会不多，一般做到财

务处（科）长已经实属不易。

（三）会计人员职业规划不到位，缺乏自我提

升动力

目前，高职院校会计人员被困于复杂、繁琐的

核算工作中，难于从中抽身去学习更新知识。对于

高职院校来讲更加重视对教师的能力培养，业务的

提升以及更多的培训机会。对于财务工作人员一般

认为能够把日常业务工作做好就行。会计从业人员

自我要求也不高，职业生涯规划不明确，目标和方

向也随之模糊，通常认为在财务处室能够某得一定

的职务就很好了，整天忙忙碌碌年复一年日复一

日，直至一辈子，没有动力去提升、实现自身价值

增值[2]。另外，还有一些会计人员没有正视自身的

缺陷或不知道自己需要学习些什么，现阶段会计行

业的热点问题又是什么，导致学习无从下手，久而

久之，就失去了学习力。

二、高职院校会计人才队伍建设建议

（一）构建高职院校会计人才发展平台，增强

流动性

2014年，教育部的《关于加强直属高校直属单

位财务队伍建设的意见》提出要努力造就一支高素

质教育财务干部队伍，推动教育事业科学发展。高

职院校要充分利用人才集聚、科研理论水平高的优

势，搭建高职院校会计人才发展平台，建设好会计

人才队伍。

首先，在高职院校内搭建学习互助平台，定期

组织创新方案讨论，既保证竞争性又不失团队协作

性，促使人才持续创新富有活力。互助学习不仅仅

是老带青，还需要年轻会计教老会计学习使用信息

化的新知识、新技术，取长补短。还可以借助高职

院校的校企合作平台，积极鼓励高职院校会计人才

“走进企业”，通过校企合作交流提升高职院校会计

人才的专业素质，实现自我提升[3]。

其次，打通培训教育提升渠道。教育培训是高

职院校与生俱来优势，当会计人才发展遇到瓶颈，

可直接到高职院校中再培训、再提升。科学制定财

务骨干人才培养方案，提供大量的、多方面、综合

性培训及交流机会，不局限会计相关培训，还可以

引入信息化、管理等方面的培训，为会计从业人员

的后续发展积蓄力量。

再次，创新选拔方式和考核办法，拓宽选拔视

野，大力推行公开选拔、竞争上岗的人才录用机

制，让有能力的会计人员通过选拔进入高职院校会

计队伍，让不能胜任的会计人员淘汰，通过再培训

重新参与竞争[3]。

（二）创新会计人才建设机制

根据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有关调查数据显示，

单位吸引和留住员工的诸多因素中，首先是学习和

获得发展技能的机会，其次是职业发展机遇。高职

院校会计人员的岗位性质相对于其他管理岗位更具

有专业性，而恰恰是其专业性限制了其广泛性，使

得财务人员往往只能在财务部门工作，难以在高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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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内部各部门之间轮岗，职业发展机遇狭窄。基

于这样的一种现状，高职院校要重视会计人员的职

业发展，创新机制、体制激发会计人的活力。

一是要搞好职称评聘结合。2019年 1月 17日，

财政部下发了《关于深化会计人员职称制度改革的

指导意见》，意见中将高级职称分设副高级和正高

级，增设了正高级，形成初级、中级、副高级、正

高级会计人员职称评价体系。高职院校结合职称评

价结果合理使用会计人员，实现职称评价结果与会

计人员聘用、考核、晋升等用人制度相衔接。会计

人员各级职称应分别与事业单位专业技术岗位等级

挂钩，让职称级别与晋升级别对应。晋升体系的完

善将促进优秀的会计人才更加追求优秀。

二是建立多元晋升通道。高职院校财务人员可

以与行业对标，实行财经类、金融类、管理类等晋

升机制，拓展人才晋升通道。高职院校有会计专业

的，可以设立一定比例的流动岗位，让会计教师和

财务会计人员双向流动。从事教学的教师流动到财

务，可在实践岗位上将理论创新运用；财务人员可

流动到教学岗位，可以深化理论学习。会计教师和

财务会计人员的双向流动，还能使会计等相关专业

的教育教学实现理论与实践的融合，真正培养出一

批既有理论水平，又有实践经验的高职院校会计管

理型人才[1]。

（三）加强管理会计知识和“互联网+”技术学

习，提高职业素养

2019 年 1 月 1 日开始实施新的 《政府会计准

则》，随着高职院校财务会计和预算会计平行记账

的施行以及互联网会计技术的发展，高职院校会计

工作从会计的职能到会计的方法再到会计的思维方

式都会发生革命性变革。传统会计工作模式下，主

要要求会计人员掌握会计核算知识，而在“互联

网+”技术条件下，要求会计人员既掌握会计核算

知识，又要掌握管理会计知识，还要有互联网思

维，同时还要掌握云计算、大数据知识。所有这

些，都对高职院校会计人员的知识结构提出了更高

要求。因此，高职院校会计人员要在巩固会计核算

知识的基础上，加强管理会计、财务管理、战略管

理等知识的学习，构建以管理会计为主的知识体

系，培养互联网与会计融合的思维方式。

（四）增强职业规划能力，提升原动力

随着社会的发展，政策要求会计人员对自我的

职业规划也越来越重视，做好职业规划的前提是会

计人员持续性的提升自己的专业素养，通常高职院

校均有专业的团队与教师在为学生做职业规划，但

职业规划并不是学生的专利，个人在每个阶段都必

须有所规划，也就是说职业规划是动态的。对于会

计人员职业规划，其一，从院校内部找资深教师为

会计人员面对面的辅导，形成较为完善的职业规划

指导体系，满足会计人员的职业规划需求。其二，

与测评机构合作开展职业规划教育，挑选和引进合

适的测评工具，让会计人员进行专业辅导和接受专

业职业测评服务。有助于对自己的潜在能力的发挥

和找到更加适合自己的岗位。其三，会计人员发挥

主观能动性，提升原动力是增强职业规划的基础[4]。

近年来，在财政部的领导与倡导下，国家对会计人

才培养工程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会计人才建

设进入了规范化、系统化、科学化轨道。会计人员

可通过学历培训、专业辅导、职称提升等渠道提升

原动力，增强竞争力，确保履职能力提升。

总之，高职院校会计从业者职能从核算型向管

理型转变，是新时代的要求，它对高职院校可持续

健康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希望高职院校要重

视会计人才队伍建设，为高职院校的长远发展保驾

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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