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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Internet + and big data are accelera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all aspects of society, and it poses 
severe challenges to the management accounting talent training system in China. At present, there is a large gap of management ac-
counting talents in China, and the quality of talents is not high. In particular,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for leading management accounting 
talents with international vision. Based on the requirements of management accounting in today’s era,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blems 
of the current management accounting talent training system in China, and then builds a new management accounting talent system 
framework. It also puts forward the improvement strategies of China’s management accounting personnel training from �ve asp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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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时代的发展，互联网 +、大数据正加速改变社会的方方面面，并对中国管理会计人才培养体系提出了严峻挑战。目前，
中国管理会计人才缺口大，人才质量不高，特别是急需具有国际视野的领军型管理会计人才。本文在对当今的时代对管理会
计的要求出发，分析了中国当前管理会计人才培养体系存在的问题，然后构建的新的管理会计人才体系框架，并从五个方面
提出了中国管理会计人才培养的改进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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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管理会计是会计的分支，它与向所有者、债权人、税务

等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提供信息的财务会计不同，而是以高质

量的决策为中心，将最相关的信息与相关分析放在显著的位置，

用于价值的创造和保值 [1]。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全球社会

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近十年来，“互联网 +”、大数

据推动了社会经济的不断演变，企业面临的不确定性、风险、

企业竞争都大大加强，管理会计的作用更加重要，组织对管理

会计人才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010 年财政部发布了《国家

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规划提出要“健

全制度创新机制、高端引领、整体开发”[3] 来打造符合社会要

求的高素质人才。随后 2014 财政部又发布了《关于全面推进

管理会计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文件指出“加强管理会计体

系建设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的重要举措”[2] 。两个重要文件极大促进了中国管理会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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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的培养，但仍然存在各种问题。在互联网 +、大数据时代背

景下，中国在管理会计理念、管理会计能力构建、管理会计人

才体系建设等诸多方面需要全面创新。本文拟对中国目前管理

会计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然后构建一个全新的人才

培养体系框架，以期为中国管理会计人才培养提供参考。

2 中国目前管理会计人才培养面临的问题

2.1 互联网 +、大数据时代对传统管理会计的冲击

“互联网 +”是互联网思维的进一步实践成果，它代表

一种先进的生产力，推动经济形态不断发展演变，从而带动社

会经济实体的生命力，为改革、发展、创新提供广阔的网络平

台 [4] 。在“互联网 +”时代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形成互联

互通，消费模式表现去中心化、共享、碎片化、在线化和个性化，

企业结构需要重构、创新、商业模式重构成为企业的主旋律。

大数据是伴随着云计算的普及、物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

应用而发展的，是所涉及的信息量规模巨大到无法通过目前

主流软件工具，在合理时间内达到撷取、管理、处理、并整

理成为帮助企业经营决策更积极目的的资讯 [5]。大数据时代

是数据爆炸式增长的时代，物联网、云计算、移动互联网是

其主要的来源或是承载工具。大数据具有 Volume（大量）、

Velocity（高速）、Variety（多样）、Value（价值）。当今，

数据已经成为重要的资源，正在重塑企业的战略与组织。

 在互联网 +、大数据时代，物联网、云平台、人工智能、

工业互联对管理会计的职能提出全新的要求，管理会计需要

从传统的成本控制、预算管理、财务数据分析、财务预测主

动向参与企业规划、风险管理、参与战略决策转变。管理会

计人员需要具备极强的数据获取、分析能力，需要具备在复

杂环境下的预测、战略制定、决策的能力。互联网 +、大数

据时代，管理会计人才目标、培养模式、人才培养的主体、

人才培养的手段都需要进行全新的构建。

2.2 当前管理人才培养框架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中国目前管理会计人才培养体系如图 1 所示，中国管理

会计主管部门是各级财政局。财政局主要是管理、引导、监

督人才培养。具体培养管理会计人才机构主要包括两大块一

是学校教育培养的人才，二是行业组织培养的管理会计人才，

还有就是社会培训机构的国外认证项目（CMA）等。学校培

养主要是学历教育包括初级是大专、中人才是本科、高级主

要包括硕士、博士研究生。初级可以继续升高级，中级可以

继续升高级，或者直接进入职场。

图 1 当前管理会计人才培养体系架构图

行业组织的人才培养模式主要是各种资格和能力认证主

要是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的注册会计师考试；全国会计资格

评价中心的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中国总会计是协会推出

了 CFO 能力认证和管理会计专业能力认证但目前只推出初级

和中级认证，还有就是财政部实施的领军人才培养工程。社

会培训机构如高顿的 CMA 培训。

从图 1 可以看出中国目前参与管理人才培养的机构虽然

有不少，但是很多机构主要是以财务会计人才培养为主，只

有少数机构有专门的管理人才培养项目，更为重要的是各培

养机构之间、机构和用人单位间是单向的联系，机构培养管

理会计人才给用人单位，管理会计人才是不是满足用人单位

要求？管理会计人才应该具备什么能力？都只是各个人才培

养机构自己在考虑，用人单位对管理会计人才培养机构间只

是单向的时候反馈，人才培养机构间缺乏必要的联系，而且

人才培养和人才的评价往往都由培养机构自己完成。

2.3 中国目前缺乏科学的管理会计人才能力框架

管理会计人才能力框架是对符合合格的管理会计人才所

应当具备的能力及知识结构标准的科学概括 [6]。科学的管理

会计人才能力框架有利于培养高质量的管理会计人才，为科

学评价管理会计人才提供指导。学者们就管理会计人才能力

框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周宏等设计了初级、中级、高级三

级能力体系 [7], 张成栋提出六种能力 [8]，宣和等提出三三制能

力框架 [9]。2019 年中国总会计师协会发布了《中国管理会计

职业能力框架》，虽然这个框架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和指导性，

但是仍然有不足。比如互联网 + 大数据时代管理会计人员应

该具备数据的获取、分析能力，这在框架里没有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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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高校管理会计人才培养不能满足需求

中国目前没开设管理会计专业，只是在会计专业里增加

部分管理会计知识，基于此，我们对 12 所中国一流大学（985

高校 10 所，211 高校 2 所，其中非财经大学 8 所，财经类大

学 4 所）的会计类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方案进行了分析。主要

有几个特点：（1）我们发现在这些高校都开设了会计和财务

管理两个专业，没有一所高校设置管理会计专业；（2）所有

高校中只有一所高校设了管理会计系，并开设了会计专业（管

理会计研究方向）；（3）所有的会计专业都开设了《管理会计》

课程，但是学分大多数是 3 学分，其中有中央财经大学的会

计专业（管理会计）方向除开设《管理会计》外，还开设了《管

理会计信息化》、《管理会计案例》和《管理会计前沿专题研究》

等课程；（4）在培养管理会计人才战略管理、危机管理方面

开设《战略管理》课程的学校只有 7 所高校，而开设了危机

管理方面的课程只有 3 所学校；（5）开设了大数据相关课程

的学校只有 5 所，只占所有高校的 41%，而在管理会计实践、

实训方面的课程都没有开设。 

学校教育是管理会计人才培养的关键，高校课程体系、

教学内容是否符合时代要求是决定人才质量的关键，从对中国

12 所高校的人才培养方案发现，高校在管理会计人才培养方

面存在着对管理会计发展重视不够，课程体系与管理会计职业

能力需求不匹配，学校缺乏对人才实践能力的培养等问题。

2.5 行业组织和社会机构在管理会计人才培养过程中

的作用有待提升

中国现在有不同的行业组织和其他机构参与管理会计人

才的培养，为管理会计的发展发挥的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仍

然存在一些问题。

（1）虽然财政部门意识到了管理会计的重要性，引导会

计人员向管理会计转型，在会计职称技术资格考试中增加了

管理会计的内容，但主要在初级考试中增加，而且比重太小，

不能引起考生的重视。在重要的会计师考试中却没有增加相

关管理会计知识。

（2）中国总会计师协会近年推出了管理会计初级、中级

考试，而且目前最高就是管理会计中级，这个项目目前还处

在探索阶段，在社会的认可度还无法和 CPA 相提并论，更无

法和美国的 CMA 相比。

（3）自实施会计领军人才培养工程以来，各省、大型企

业也开展各种各样会计领军人才（后备）培养工作，但在各

种培训项目在与国家人才培养项目缺乏必要的衔接，对培训

的领军人才缺乏科学的评价。虽然有各种领军人才培养项目，

但没有针对管理会计领军人才的培养项目，对推动高级会计

人才向管理会计转型的工作重视不够。

3 管理会计人才培养体系重构

3.1 政府加强引导，促进相关组织相互协调

从图 2 可以看出，管理会计人才培养体系主要是在政府

引导下，主要由高校、行业组织、企业、社会培训机构组成。

政府在培养体系中主要是政策制定和引导，高校、行业组织、

企业、社会培训机构间要摆脱传统的各自相对独立、自成体系

的模式，相互之间要形成有机的系统。企业在整个体系间不再

是传统的事后的反馈，而是形成前馈机制，也就是说企业要从

开始就参与整个人才培养过程，通过和相关组织的配合，对相

关管理会计人才培养机构提出人才质量要求，对人才培养的内

容提出建议和要求。高校是人才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培

养人才分为大专、本科、研究生，其中本科又是人才培养的关

键部分。高校要在人才培养方案制定、教学过程中，有行业组

织、企业、社会培训机构参与，这样培养的人才才能适应社会

和企业发展。行业组织应在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过程中，要

和高校、企业、社会培训机构协调沟通，制定科学的考试内容，

特别是要加大管理会计知识的比重，引导现有的会计人才向管

理会计转型。要对各种人才培养项目进行科学论证，协调一致。

社会培训机构要主动参与管理会计能力框架建设，利用高效的

人才优势，要主动参与高校的人才培养过程，发挥自己的优势，

要与行业组织和企业合作，积极把国际最新的相关培训引进过

来，形成对中国管理会计人才培养的补充。

图 2 管理会计人才培养体系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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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建立管理会计专业职称体系

把总会计师协会举办的管理会计能力考试进行改革，上

升为管理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职称层级也设四级，初级、

中级、高级、征稿级，同时调整《中国管理会计职业能力框架》，

这样可以打通管理会计人员的职业晋升通道，拓展发展空间。

3.3 根据管理会计职业能力框架优化课程体系，开设

管理会计专业

高校是管理会计人才的核心，高校人才培养课程体系直

接影响着管理会计人才的质量，高校要根据新发布的《管理

会计职业能力框架》，与用人单位、行业组织进行沟通、协作，

制定科学的人才培养方案，构建适合社会发展的人才培养模

式。要加强与企业、行业组织合作建设实习基地，要加快高校、

行业组织、企业间的融合。一直以来，中国高校在管理人才

培养主要是在会计专业的专业课程中开设一门《管理会计》，

而中国财政部、中国总会计师协会、中国会计学会在进行人

才培养时也是以财务会计为主。这种模式已经不能满足中国

对管理会计人才的需求。我们认为可以考虑开设管理会计专

业，这样可以有针对性性的培养社会急需的管理会计人才。

3.4 建立考评分开的管理会计人才评价体系

管理会计人才质量要进行科学的评价，一直以来中国在会

计人才培养上都是评价和培养都由一个部门完成，这种既当裁

判又当运动员的考评体系不适合当代管理会计人才培养。高校、

行业组织在人才培养过程中要引入第三方专业的人才评价单

位，开展对高校毕业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的学员以及其他一

些培训项目的学员进行评价，以促进管理会计人才质量的提高。

3.5 加强管理会计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中国目前急需具有国际视野的优秀管理会计人才，而这

些急需的高级人才的培养离不开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虽然

总会计师协会与英国皇家特许管理会计公会（CIMA）引入了

CIMA 考试，还有中国会计学会和国际机构的合作，都取得了

很大成绩，但还有待加强。要建立科学的管理会计国际交流

和合作的体系，

坚持走出去、引进来的原则，将部分优秀人才送到国外

培养，也可以请国际知名专家来进行授课。同时要加强和国

际行业组织进行交流合作，主动参加课题研究、国际会议等

提升中国在国际管理会计行业的影响力。

4 结语

本文分析了“大数据”、“互联网 +”时代背景下中国

管理会计人才培养遇到的挑战，以及当前中国管理会计人才

培养体系的不足，重构了中国管理会计人才培养体系。由于

人才培养的复杂性，提出的观点可能存在不足，还有待今后

在研究和实践中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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