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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ig data, cloud computing and other emerging 
technologies are gradually applied to the financial management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hich promot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financial system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from the traditional mode to the intelligent. Intelligent financial system can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financial management, reduce labor costs, and enhance the decision support function. However,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lligent financial system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importance of internal control, as the core 
means of risk management, cannot be ignored. Based on this following, the role of internal control in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lligent 
financial system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analyzed, and its construction ideas and specific paths are analyzed in detail,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financial management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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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技术逐渐应用到高校财务管理中，推动了高校财务系统从传
统模式向智能化转型。智能财务系统能够提高财务管理效率、降低人工成本，并增强决策支持功能。然而，在推进高校智
能财务系统建设的过程中，内部控制作为风险管理的核心手段，其重要性不容忽视。基于此分析内部控制在高校智能财务
系统建设中的作用，并对其建设思路以及具体路径进行详细分析，以期为高校财务管理现代化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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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内部控制在高校智能财务系统建设中的作用

内部控制是指组织为实现其运营目标、防范和控制风

险而实施的一系列政策、程序和措施。高校作为非营利性机

构，其财务管理涉及资金流、信息流、物资流等多个方面，

复杂性较高。因此，内部控制在高校智能财务系统建设中起

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 风险防范与控制
高校的日常经营中财务活动的频繁和大量的资金流动，

必然会增加财务风险的概率。所以为了有效应对这方面的挑

战，建立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就显得格外重要了。有这套制

度作依托，高校可以对潜在的财务风险进行有效的识别与考

核，从而能够及时采取与之相适应的防范措施来保证财务活

动的安全与稳定，而且对于提高整体风险防范能力也能起到

很大的作用，为高校的稳健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1.2 确保财务数据的真实性与完整性
高校智能财务系统的建设中，实施有效的内控显得尤

为关键，能够保证财务数据的准确完整性，防止数据在输入

过程中出现错误或被人为篡改，从而保证财务系统的智能化

分析和决策有可靠的数据支撑。这样一来既有利于提高财务

报告的质量，又有利于为高校管理层提供准确的财务信息，

从而为高校智能财务系统建设起到关键作用。因此，在高校

智能财务系统的建设中，保证内控的有效执行，对于发挥其

应有的作用是必不可少的。

1.3 提高财务管理的效率
高校财务管理中，内控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对财

务系统的运行效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能够减少人为操作所

产生的误差和风险。并且将内控与自动化智能化手段相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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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在智能财务系统上实现对财务活动的实时监控，能够及

时发现并纠正财务活动中的异常情况，从而进一步提高了财

务管理的效率。此外，通过持续地优化和改进内控，使高校

的财务管理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做到对财务资源的合理配置

和高效利用，为高校的事业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保障。

2 基于内部控制的高校智能财务系统建设思路

2.1 以内部控制的五要素为指导
高校智能财务系统建设需以内部控制的五要素为基础，

通过科学化管理手段优化财务流程。第一，对控制环境进行

制度化设计与组织架构的优化，形成以内部控制为核心的财

务管理框架，使财务系统具有明确的职责划分与权责匹配机

制，保证系统操作的规范性和严谨性。第二，做好风险评估

工作。在信息化技术上提高财务管理的透明度和可追溯性，

保证财务活动的操作合规性，智能财务系统要借助大数据分

析技术对财务管理中的风险因素进行精准识别和实时评估。

一方面，结合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对风险评估模型进行动态

调整，做到有预见性和可控性；另一方面，运用数据挖掘技

术，自动生成风险预警信息，协助管理层采取相应控制措施，

以降低潜在财务风险。第三，把控制活动贯穿于智能财务系

统的各个业务模块中，包括核心环节的预算控制资金支付和

成本核算等。并且通过系统内嵌的业务流程控制机制和权限

管理，保证控制活动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第四，在信息与沟

通方面，确保财务系统的信息共享和数据互通，做到财务信

息的完整性及时性和准确性；通过上述措施的落实，确保智

能财务系统的高效运转和财务风险的有效管控。第五，监控

机制必须在金融系统的各个流程节点上得到有效应用，通过

自动化监控工具对各环节的执行情况进行动态监督和反馈，

确保金融系统的高效运转和合规运行。

2.2 注重预算控制模块的建设
高校智能财务系统的建设中，作为核心的预算控制模

块的建设应以内控为导向，保证整个预算过程的规范性和有

效性，具体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第一，针对高校财务管

理的特殊性，对预算数据的自动汇总与分析和历史数据与预

算模型相结合运用进行设计。在预算编制过程中对多层级审

批制度进行嵌套，保证各部门的预算申请符合内部控制的要

求。第二，在预算的执行过程中以智能化手段为支撑，对资

金使用情况进行实时的跟踪与分析。这样一来既保证了预算

实施的规范性，又可以有效提升预算控制的有效性。同时也

为财务信息的分析决策提供有力的支持。资金支出的正当

性、合规性应当由系统按照既定的预算方案进行审核，并自

动生成有助于管理层把握预算执行进度和偏差的执行报告。

并且为了防止超支行为，该系统需要在预算执行超出设定范

围的情况下，设置能够及时发出预警信息的自动预警功能，

从而避免不合理使用资金的情况发生。第三，预算调整模块

应具有灵活的预算调整功能，允许在特殊情况下适度调整预

算，保证预算弹性。在系统自动记录调整痕迹、确保财务数

据透明可追溯的同时，预算调整需要通过严格的审批流程来

保证调整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调整后的预算执行情况，需要

与原预算执行情况进行对比分析，确保调整后的执行效果符

合预期。

2.3 完善的会计核算与报销审批流程
高校智能财务系统建设应当以完善的会计核算和报销

审批流程为基础，保证财务信息的精确性和透明性。第一，

会计核算模块的自动化处理是减少人工操作导致错报漏报

风险的关键步骤。系统要根据不同高校财务管理的特点，对

多维度的核算科目进行预先设定，并自动生成财务报表，通

过内置的审计标准来保证会计资料的正当性和真实性。各种

经济业务的核算处理要与财务系统预先设定的内控标准相

匹配，以保证数据的一致性和可追溯性。第二，优化报销审

批流程是提高财务管理效能的关键环节，所以系统要内嵌审

批流程的自动化功能，并按照内控的要求对审批节点和权限

进行设置，以从整体上提高办事效率。总结起来，高校智能

财务系统建设要以会计核算和报销审批流程的完善为前提，

以自动化处理为核心，以数据准确可靠为基础，以制度规范

为保障。系统对业务类型金额等要素进行自动匹配，根据相

应审批人员降低人为干预，同时保证审批过程的合规性。关

于报销流程的凭证管理，应采用电子化手段进行有效管理，

系统对每笔业务的凭证信息进行自动记录，以防止凭证丢失

和重复报销现象的发生。另外，为了保证审批流程的可追溯

性，系统将全程记录每个环节的审批进度和操作人员信息，

做到各级审批信息的透明度。同时，对审批过程中的监督机

制建立自动化预警功能，避免未授权操作和异常审批行为的

发生。与会计核算的联动性设计将进一步

提高数据处理的效率和精确度，保证财务活动的规范

性和安全性。从总体上看，对会计核算和报销流程的联动性

设计，既有利于降低人为操作对财务活动的冲击。又可以使

数据处理更加高效准确，保证财务活动的规范性和安全性。

2.4 重视资金管理
高校智能财务系统的资金管理模块，核心是以资金流

转的安全与合规性为基础，以内部控制框架为依托，对资金

流转全过程实施有效监控和控制。第一，系统要借助智能化

手段实现对资金的实时监控与动态分析，从而保证资金支付

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第二，系统要对各类资金进行细化分类

核算，自动生成相应的资金报表，并全面分析资金余额与流

动状况，提高资金运用效率。第三，在资金支付环节要引入

自动化审批功能，按照资金金额与用途的不同设定不同的审

批流程与权限控制，提高资金流转效率的同时保证安全。通

过该系统的权限分配功能，确保只允许授权人员进行支付操

作，避免出现无人审批、擅自支付的情况。第四，系统应对

缴费记录进行电子化管理，需自动将缴费数据全部录入数据

库，并做到可追溯，便于开展后续的审核工作。缴费结束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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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要与资金计划自动生成相应的缴费报表并进行比对分

析，确保缴费准确无误。第五，资金流转过程中的潜在风险，

需要在系统中强化资金风险管理模块，通过数据分析和风险

评估模型，及时进行风险识别。帮助管理层实时掌握资金风

险状况并及时采取应对措施，需要系统自动生成风险预警报

告。第六，资金管理模块还应与银行账户管理系统对接，提

高资金流转效率，防止资金挪用或滥用风险，实现自动化处

理资金到账、转账等操作。此外，系统还需要有资金对账功

能，与财务数据自动对接银行账单，这样才能保证账实相符，

避免出现账目混乱、账差等情况。

3 基于内部控制的高校智能财务系统建设路径

3.1 加强内部制度建设
完善内控体系是高校财务智能化体系建设的关键。一

是制定适合高校的财务管理规章制度，要根据高校的具体需

要。各部门要按照职能分工，对财务的权限、职责等进行明

确，做到合规性、透明性的财务流程。建立科学合理的风险

防控机制，针对理财中的风险点，增强金融体系的安全性和

有效性。二是建立系统规范的操作指引和工作流程，针对不

同的财务业务流程，确保各个环节执行有力、监管到位。三

是强化内部审计制度，通过信息手段，定期开展审计工作，

对财务资料进行跟踪分析，确保不断提高内控水平。系统设

计要注重与高校财务管理信息化平台的无缝对接，做到财务

数据上传实时、准确、自动分析，使财务系统智能化程度进

一步提高。

3.2 加强财务基础数据管理
高校智能财务系统建设的重要内容是财务基础数据的

标准化管理。一是对现有财务资料进行梳理归类，做到各类

资料清楚、准确、完整。在资料收集环节，为避免资料录入

的随意性和不一致性，需要制定统一的标准和流程。二是金

融系统要与高校其他管理系统进行互联互通，实时共享，互

通数据。通过信息化手段加强财务基础数据的集成，保证财

务系统中的数据能够对财务决策分析起到支撑作用，使系统

智能化程度得到提升。三是建立确保财务信息及时可靠的财

务数据动态监控和更新机制。应用资料清理归档技术，对历

史财务资料进行删除冗余资料，增强资料保管的有效性。为

避免因资料丢失或损毁而影响财务工作的正常开展，建立完

善的资料备份和恢复机制。为确保数据安全，防止未经授权

的人员操作敏感的财务数据，需要制定严格的数据存取权限

管理制度。四是应引入大数据分析技术，对预算编制、成本

控制等关键金融活动进行深入挖掘和分析财务数据。

3.3 做好线下到线上财务管理的有效过渡
在推进高校财务管理线上化的过程中，首先应对现有

线下财务管理流程进行全面梳理与评估，确保各个环节都能

顺畅地向线上系统迁移。需要通过合理的业务流程重组，制

定适应数字化环境的流程改造方案，优化财务工作效率，以

应对传统线下管理中的各种财务操作。对大量积累在线下的

纸质单证、财务凭证等要重点进行数字化处理，对历史财务

数据要采用现代扫描、识别、归档等技术，做到网上传递无

缝隙。其次，构建完善的网上金融系统平台，确保金融系统

能够覆盖所有的高校金融理财领域。对各部门财务工作的线

上协同和共享功能要加大力度，保证各项财务数据的实时传

输和更新；对财务人员进行详细的操作手册和培训方案，使

他们快速掌握线上系统操作技能，减少过渡期内可能产生的

误操作风险；根据业务流程的不同特点，对线上的审批审核

监督等功能进行设置，以增强对财务管理全过程的可控性和

透明性。最后，在建设线上系统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信息

安全与数据保护问题，建立多层次的数据加密与身份认证机

制，保证系统运行的稳定性与数据安全性，并针对网络故障

系统瘫痪等突发状况，设计相应的应急预案，做到从线下到

线上财务管理的平稳过渡与持续优化。同时，也要加强与其

他部门的沟通配合。

4 结论

基于内部控制的高校智能财务系统建设不仅是技术上

的变革，更是管理模式上的创新。通过加强内部制度建设，

加强财务基础数据管理，做好线下到线上财务管理的有效过

渡，在高校智能财务系统中实现对财务管理与决策的精确性

支持，随着信息化程度的不断提高，高校财务系统的智能化

程度也越来越高，为高校财务管理的科学化与精细化提供更

为有力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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