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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has brought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o the cultivation of management accounting 
talents. In this context, the paper analyzes the specific path of management accounting personnel training, defines the connotation of 
management accounting under the digital economy. On this basis, it discusses the objectives, knowledge system, curriculum system, 
talent training mode and teaching resources development of university management accounting personnel training under the digital 
economy, so as to cultivate students with digital high end management accounting talents who are capable of identifying, analyzing, 
processing and reporting management information and can promote enterprise value cre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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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字经济的飞速发展给管理会计人才培养带来了契机和挑战。在此背景下，论文对管理会计人才培养的具体路径进行了分析，
对数字经济下管理会计的内涵进行了界定，在此基础上，对数字经济下高校管理会计人才培养的目标、知识体系及课程体系、
人才培养模式和教学资源开发等方面进行了探讨，以期培养出具备数字经济下企业管理信息识别、分析、处理和报告能力的、
能促进企业价值创造的管理会计高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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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为推进中国管理会计体系建设，中国财政部于 2014 年

11 月发布了《关于全面推进管理会计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

鼓励高校加强管理会计专业方向建设和管理会计高端人才培

养，优化管理会计人才培养模式。一方面，数字经济的飞速

发展使传统核算型会计正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挑战，会计智能

机器人的普遍使用使以核算为主的传统会计陷入困境；另一

方面，中国企业国际化进程中面临的艰难困境，亦使企业对

具有管理信息整合能力的高端会计人才产生大量需求。作为

企业核心业务之一的会计部门，链接着企业的各个职能部门，

而企业取得的任何效益最终都反映在财务上，会计需要整合

财务与非财务信息，为企业管理提供信息支撑，促进企业价

值创造能力的提升。培养具有大数据整合能力、以价值创造

为核心的管理会计正是高校会计类人才培养的未来方向。

2 数字经济下管理会计的内涵

数字经济的概念最早提出于 1995 年，美国学者 D. 塔帕

斯科特认为数字经济是建立在网络和智能机等信息技术基础

上的数字化经济系统。近年来，尤其是在中国，数字经济得

到了飞速发展，云计算、区块链、物联网等大数据处理技术

不断得到应用和推广。数字经济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模式产生

了深刻的影响。企业与顾客、供应商和竞争对手之间的关系

以及组织结构、信息传递与处理的方式等都在发生着深刻地

改变。企业需要提高信息处理能力，通过信息处理技术和信

息获取能力提高企业的价值增值和附加值。

而作为链接企业各项业务的会计系统，其核算的维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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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也应该发生相应的变革。在数字经济下，管理会计的内

涵和任务也发生着应相地扩展。管理会计需要具有数字特征，

通过数字化管理会计系统识别、抓取、扩展、分析和处理有

关企业价值创造的信息，为企业战略管理、预算、控制、考

核和决策等服务，促进数字经济下企业价值创造能力的提升。

管理会计内涵的演变亦对管理会计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

3 数字经济下高校管理会计人才培养目标定位

培养目标是人才培养的目的与要求，决定了人才培养的

知识体系和模式。高校管理会计人才培养目标需要符合管理

会计内涵要求、数字经济特征和企业管理实践要求。有鉴于此，

高校管理会计人才培养应以培养“厚基础、强能力、重实践”

具有信息处理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创新型管理会计人才为目标。

3.1 管理会计人才应该具备雄厚的知识基础

管理会计产生于企业内部管理需求，而管理学从微观经

济学演变而来，企业管理学的发展受到经济学的影响，因此

管理会计人才应具备会计学、管理学和经济学的相关知识。

数字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企业管理方式的变革，同样也对管理

会计方法提出了新的要求，管理会计人才还应具备数字经济

下企业管理信息的识别、分析、处理和报告的能力。

3.2 管理会计人才应具备较强的专业能力

管理会计不属于基础性学科，会计学属于管理学的二级

学科，而作为会计学专业方向的管理会计更应体现较强的专

业性。从本质上看，管理会计以企业促进企业价值创造为核

心目标，管理会计需要运用财务与非财务的方法促进企业的

价值创造能力，因而管理会计人才应具备识别企业价值创造

环节、收集和处理相关信息的专业能力。

3.3 管理会计人才应具备较强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

作为一门应用性学科分支，高校培养的管理会计人才应

该能解决企业实务中出现的问题，并具有学习能力，能在企

业实践中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胜任能力。满足企业需要和个

人发展。因此，在管理会计课程体系中，应注重培养学生实

践能力的课程；在人才培养模式方面，应注重人才培养的校

企合作。

3.4 管理会计人才应具备信息整合能力

在大数据经济下，管理会计的内涵和外延得到了扩展，

管理会计人员需要具备的能力也发生了变化。在物联网下

“万物互联”，企业内部外部信息的维度、效度和质度均

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信息环境瞬息万变，管理会计人员需

要能甄别出有利于提高企业价值创造的信息，提高外部信

息的识别、获取和内外部信息的整合能力以及信息的精细

化处理能力 [1]。

4 数字经济下管理会计知识体系及课程体系

管理会计内涵和人才培养目标决定了数字经济下管理会

计知识体系和课程体系。管理会计知识体系由专业基础知识、

专业核心知识和专业辅修知识组成。专业基础知识包括宏观

和微观经济学知识、管理会计学知识和会计学知识，专业核

心知识主要围绕管理会计和大数据分析，构建“2+2”式的管

理会计核心课程体系。

专业基础课应该包括管理学、数据库技术与应用、财务

会计、财务管理、成本会计等。成本会计虽然属于管理会计

范畴，由于成本信息具有双重属性，既服务与财务会计，又

服务于管理会计，因此有必要将其作为一门独立的专业基础

课程，为管理会计做前期铺垫。选修课程可以包括战略管理、

精益生产、风险管理、内部控制、物联网等。

“2+2”式的专业核心课程以管理会计 + 数据处理、理

论课程 + 实训课程为核心体系。具体包括企业价值管理、

管理会计、大数据会计、大数据与智能财务决策实训等课

程。管理会计以价值创造为核心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可，

CIMA 和 AICPA（2016）将管理会计阐述为可以帮助组织管

理者决策、创造组织价值的信息系统。因此，管理会计人才

培养的核心课程应该包括企业价值管理，学生首先应该了解

企业价值增值活动及其管理原则。数字经济特征要求管理会

计人才具备相关价值创造信息的处理能力，所以需要具备相

关的大数据会计知识和大数据与智能财务决策实训课程，增

加实践能力。

5 数字经济下管理会计人才培养模式
5.1 加强校企联盟与互助

构建全新的面向大数据、面向企业和个人发展为核心的

校企联盟互助式紧密结合的管理会计人才培养模式。一方面，

管理会计理论来自于实践，又是对实践现象的理论升华，因

此管理会计人才培养离不开企业实践，管理会计人才需要了

解企业实践；另一方面，企业实践与理论研究的结合，可以

为管理会计理论的拓展提供资源与动力，进而促进企业管理

实务的改进，形成“实务→理论→实务”的良性循环，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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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会计人才培养方法的思政模式。提升管理会计实践教学

质量，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思考力。

5.2 增加实验实训类课程

大数据要求管理会计人才能掌握一定的编程技巧和处理

能力，了解企业的财务软件和业财系统。例如，大数据与智

能财务决策实训等，都需要实验实训类课程来实现。同时，

利用大数据，将互联网媒介植入教学，借助网络视频 AR 技

术等开展 ERP 沙盘模拟实训等课程。

6 管理会计教学资源开发
6.1 完善管理会计教材

但中国现行的很多管理会计教材在章节结构上，以成本

核算和管理为起始点，然后是营运管理、预算管理、决策制定、

战略管理等内容。对全球管理会计教材研究可以发现，全球

的管理会计教材多以战略管理为起点、然后是预算管理、成

本管理、营运管理、投融资管理、绩效管理等，与《管理会

计应用指引》中的逻辑顺序基本相同。《管理会计应用指引》

中的顺序体现了管理会计的逻辑结构：战略目标——具体目

标（预算）——经营管理（成本、营运、投融资）——绩效

评价，而风险管理贯穿于企业全过程。论文建议在此基础上

组织管理会计教材，这样有利于学生理解管理会计的内在逻

辑，对一些综合性的管理会计方法有一个更确切的认识 [2]。

在内容上，管理会计教材需要体现数字经济对管理会计

的要求。例如，战略制定通常会用到 SWOT 分析等方法，在

数字经济下，企业获得信息的维度变大，那么企业应该如何

准确而迅速的获取信息，这些对企业战略和财务又会带来哪

些影响，管理会计教材应该加以详细讲解。另外，区块链、

物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对企业供应链管理影响深刻，如何利

用区块链技术和物联网，强化企业与供应商、顾客之间的关系，

实现生产的智能化和外包服务，也是企业面对的挑战，应该

加入区块链、物联网下供应链管理方法 [3]。

6.2 完善管理会计配套案例

管理会计人才需要具备实务能力，不仅需要掌握理论知

识，还应具有应用能力。管理会计案例，有利于学生对理论

的理解，同时提高应用能力。管理会计案例要注意质量，一

方面，开发与管理会计教材章节内容配套的案例，这样有利

于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和应用；另一方面，可以开发综合

性案例，企业管理不是点段式的，而是一种流程式的、连动

式的，很多管理方法贯穿于企业经营管理的多个方面，综合

性案例更有利于学生理解管理会计方法的全面性与综合性；

还可以开发实时性案例，管理会计本身来自于管理实践，在

教学中引入最新的管理会计方法或思想，可以使学生接触到

最新的实务动态，同时可以引导学生的探索精神和创新性。

6.3 培养双师型教师与实务型教师

实行校内外双导师制，校内导师负责理论知识的考核。

邀请具有实务经验的管理者进入课堂，做专题课程，定期举

办世界咖啡，进行前沿理论与实务经验交流，引导师生关注

企业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也为企业注入新的管理思想。

7 结语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才培养是一个长期而卓越的过

程，也是一个协调个人、企业、高校、和社会的过程。高校

的人才培养需要与时俱进，根据经济特征和企业发展要求，

不断更新人才培养方案，完善课程体系与培养模式，以培养

出符合数字经济特征的高端管理会计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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