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９２７

基金项目：福建省教育厅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云计算下福建省民办高校管理会计人才培养模式探讨”（编号：ＪＡＳ１６０８２０）；福建省重

点课改项目“‘翻转课堂’教学模式设计与实施———以《基础会计》为例”（编号：ＦＪＪＫＣＧＺ１５０２８）。

作者简介：高艺红（１９９０—），女，福建漳州人，研究生，助教，主要研究方向：管理会计与公司财务。Ｅｍａｉｌ：ｇａｏｙｉｈｏｎｇ００７＠１２６．ｃｏｍ。

　　文章编号：１００５９６７９（２０１７）０６０１１９０４

高校管理会计教育变革：在云端之上

高艺红１，２，　范培华２

（１．福建农林大学 东方学院，福州　３５００１７；２．上海外国语大学 国际工商管理学院，上海　２０００８３）

摘　要：　在共享经济时代下，云计算与移动互联网技术成为企业战略发展中的重要资源。云计算

提高了企业信息化水平，使得财务部门与其他部门之间无缝对接，实现管理会计的移动办公。云计

算为企业会计部门带来便利机遇的同时，也存在着风险与挑战，因此企业对于管理会计人才综合能

力的要求越来越高。在云计算背景下，亟需培养出为决策系统提供科学决策的优秀管理会计人才。

高校作为培养人才的机构，不断优化综合性高素质人才培养模式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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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云计算下管理会计教育与发展

１．１　管理会计教育

１．１．１　管理会计转型

早期的管理会计主要为内部管理决策服务，重

点在于成本核算与投资回报分析、标准成本管理以

及年度预算编制等。早期的管理会计教育往往以成

本会计为主，教学内容也主要围绕成本核算而展开。

Ｊｏｈｎｓｏｎ和Ｋａｐｌａｎ（１９８７）指出传统的管理发展相对

滞后，管理会计理论已无法适应信息化时代下的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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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革新与全球化发展趋势。此时，要求管理会计教

育内容须从成本管控为主向注重战略管理会计方向

转变［１］。黄金曦和徐丹（２０１７）提出我国的管理会计

发展路径：中国特色、创新与整合、信息系统发展、人

才队伍构建［２］。

１．１．２　管理会计教育应重视理论与实务接轨

Ｓｃａｐｅｎｓ（１９９１）认为管理会计教育初期，理论与

实际的脱节，导致理论发展不切合实际，实务操作无

迹可寻［３］。因此，在管理会计发展中应充分考虑实

务需求，缩小理论与实务之间的差距。Ｃａｂｌｅ等

（２００９）应用Ａｈａｄｉａｔ于２００９年的调查数据，对美国

管理会计教育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发现美国管理

会计教育与实务仍有差距［４］。Ｒｕｄｍａｎ和 Ｋｒｕｇｅｒ

的（２０１４）研究表明，小组项目作业可在管理会计教

育中的运用［５］。

杨政，殷俊明和宋雅琴（２０１２）通过问卷调查和实

证研究表明海外进修教师更重视会计学生基础知识

和信息技术能力，在我国会计教学中，案例学习、模拟

实训、校外实践、创新课题研究等创新性教学方法实

际采用较少，亟需发展创新性教学方法。刘沓、章刘

成和周航（２０１５）认为在经济新常态下，云计算以及大

数据技术的发展，亟需高校会计人才培养变革，教育

应侧重于管理会计、环境会计人才的培养。

１．１．３　管理会计信息化发展

管理信息系统的开发有利于促进管理会计信息

化进程，提高管理会计在企业中的应用。管理信息

系统的开发在研究过程中侧重于围绕操作系统建设

展开。Ｄａｖｉｌａ和Ｆｏｓｔｅｒ（２００４）通过７８家初创企业

公司的样本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管理会计系统

对于年轻成长型企业的发展非常重要。随着公司规

模的增加，运营预算以及优秀的财务经理对于公司

快速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１．２　云计算背景下新机遇

１．２．１　云会计机遇与挑战并存

云计算与移动技术成为了企业战略发展中的重

要资源，很多企业开始倾向于实用云计算服务。大

公司开发了自己的大型数据中心，以支持其在共享

服务体系结构中的流程；对于没有足够财力投资于

大型会计软件的小公司，云计算方便有效。云计算

允许客户任意时间地点进行数据和应用程序的交互

使用，公司可以访问一大类基于云计算的软件，包括

会计信息系统。

Ｋｉｎｋｅｌａ（２０１３）认为云计算使用第三方供应商

来存储和处理信息，创新的存储和管理数据的网站

也增加了数据安全风险。当前关于云计算风险的建

议，以确定在组织内实施和规范使用云计算的最佳

实践。Ｐａｃｕｒａｒｉ和 Ｎｅｃｈｉｔａ（２０１４）认为重要保密数

据需要特别注意，不应放在公共云中。在云会计应

用程序学习中，学生需要明白云计算可能存在的风

险及问题，在实际操作中应特别关注。ＢｒａｎｄａｓＣ，

Ｍｅｇａｎ和Ｄｉｄｒａｇａ（２０１５）认为，云计算为会计信息

系统提供了可伸缩性、灵活性和减少维护成本，但云

和移动技术的采用需要对数据进行严格的分析和应

用程序安全性检测，以保证存储的机密数据 （总账、

工资单数据库和财务数据库等）的安全。

表１　云计算与移动技术对会计信息系统的影响

云计算与移动技术对会计信息系统的影响

优势（Ｓ） 规模化、降低成本、合作环境 （与客户、员工）无国界、数据备份和恢复

劣势（Ｗ） 服务协议（合同）、互联网连接缺乏标准、在云提供者之间 （操作）与现有体系结构的集成、数据迁移困难

机会（Ｏ） ＥＲＰＳａａＳ、移动自动化、会计 （文件）、数据收集、安全改进

挑战（Ｔ） 会计和财务数据损失、隐私违规、系统实用性、对产品／性能的不满、供应商定价权、法律和法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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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２　云计算下会计信息系统新研究

Ｍａｎｇｉｕｃ（２０１７）认为云技术的选择不仅仅是

ＩＴ部门的职责，因为经济驱动因素至少和技术一样

重要。合理性与投资回报成为云计算的经济衡量指

标；会计部门不再是云迁移和云采用过程中的一个

简单的观察者，而是站在ＩＴ 部门的典型热情和管

理部 门 的 典 型 怀 疑 之 间。Ｎｅｏｖｉｕｓ 和 Ｄｕｎｃａｎ

（２０１７）对于云计算下系统安全性问题，提出了一种

基于证据理论检测行为异常的互补软件安全解决方

案，该解决方案也适用于会计信息系统领域，包括

严格的流程和数据撤退的风险。程平和赵敬兰

（２０１７）通过构建云会计下财务共享中心绩效管理模

型，为集团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

２　高校财会专业教育现实情况及存在

的问题

２．１　专业课程结构不足以满足当前社会对人才的

需求

我国多数高等院校财会专业课程设置中，大学

一年级主要以公共课与经管类相关基础课程为主，

课时占用较多，很少涉及专业课程的学习。不同课

程的学习可以让学生广泛接触不同学科，但课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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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过多，不利于突出专业性。学生在学习非专业核

心课程时积极性不高，真正掌握知识的学生不多，多

数只为期末考试通过。

在当今社会，只掌握填制凭证、审核、记账、报账

等传统财务会计能力，已经无法满足企业对财会工

作人的要求。在竞争如此激烈的当今社会，企业需

要的是集财会知识与管理能力于一体的综合型人

才，能通过历史数据预测未来，建立战略决策，把控

企业的财务风险。因此，当前的财会专业课程体系，

与公司对会计人才的需求出现了一定的脱节，亟需

开发综合性财会人员的培养模式。

２．２　重理论而轻实践，学生实操能力不足

我国高校财会专业主要以传统的记账报账型会

计教学模式为主，教学重点在于事后核算的财务会

计。会计专业课程普遍以理论分析为主，实践创新

较少。多数高校在会计专业学生的培养计划中设了

实践课，但实践的落地却很难。在专业培养方案中，

侧重会计基本理论、技能的要求，却缺乏对会计人员

职业判断、分析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众所周知，财

会专业需要考取的证书较多，学生课业重，院校鼓励

学生考取理论类证书，对于实践并不重视。学生解

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较差，难以满足当今社会对高素

质综合会计人才的要求。

２．３　专业学科互通性差，财会师资队伍有待提升

由于知识环环相扣，专业基础课程掌握不好的

学生，在学习深层次课程的时候存在难度，无法构建

完整的知识体系，容易导致“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无

法融会贯通。这将会严重影响学生对于会计专业知

识的整体掌握，导致在财务决策中分析问题过于片

面，不能综合各个学科的核心理念解决问题。由于

高校普遍侧重分学科教学，学生对于跨学科综合性

课程掌握较差。财会类专业课程类目较多，课程之

间存在着学科交叉，任课教师相互推托授课内容的

情况时有发生。由于学科间知识点部分交叉，教师

间未能形成授课共识，推托课程内容可能导致学生

知识掌握碎片化，专业知识缺漏、不扎实。在会计专

业，特别是管理会计的师资是明显不足的，不利于学

生指导性思维的提升。

２．４　云会计应用少，会计信息系统滞后

在现实经济环境中，需要企业拥有快速准确地

把握和应对经济变化，管理会计人员需要应用云计

算的技术快速有效地应对竞争与挑战，实现组织减

少业务周期的总期限，提高创新水平，更快地反映市

场动态，增加企业成功的机会。但云计算在会计领

域的实践应用与高校对于会计人才的培养存在一定

的断层，此类人才极为紧缺。高校在人才培养过程

中，对于云会计的应用与学习极少，因此，无法应对

高新技术背景下的人才需求。高校会计教育信息系

统的教学主要以用友、金蝶为主，而且系统版本比较

陈旧。对于信息系统的更新并不重视，不利于学生

对于多样化信息系统的掌握。

３　高校管理会计人才培养面临的困境

３．１　管理会计相关课程少，实践性案例不足

由于管理会计的理论假设较为严苛，真正落实

在企业中有一定难度。一般高等院校只开设管理会

计学、成本管理会计学等管理会计的理论课程，涉及

实践探讨类的课程较少。管理会计案例分析也只是

在管理会计学教材的课后思考题中列示，很少有高

校单独开设管理会计案例分析课程。这将加深管理

会计强化理论而弱化实践应用的不平衡局面，最终

导致理论被架空，与实践严重脱节。

３．２　管理会计理论性假设多，实践方式有待探索

当前高校教授的管理会计学理论性较强，实际

应用存在难度，实际应用过程中容易受到理论假设

的限制。如本量利分析中，假设销售单价、产品的单

位变动成本、企业固定成本不变，这都是非常严格的

假设，是不符合工作实践情况的，产销平衡假设对于

正常企业而言也是不合理的。因此，真正将管理会

计理论落到实处，还有一段路要走。

３．３　管理会计思维敏感度不高，战略高度不够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容易受到财务会计理念的影

响，灵活性不足。学生注重财务会计对事后货币信息

的记录核算，不擅长结合非货币性信息，依据现实情

况对公司的财务状况进行分析。毕业进入企业工作，

公司高管普遍反映财会类学生死板、不容易变通、实

际操作能力差、具体情境的应变能力严重不足。

３．４　信息系统应用能力不足，数据安全问题亟需

突破

会计数据处理较为复杂，需要借助大数据技术、

云计算方法，从大量会计数据中取其精华，挖掘出数

据群中半结构化与非结构化数据。信息系统的开发

与创新是社会发展的需求。在云计算背景下，通过

云服务进行会计信息系统的学习，远程学习平台的

构建需要花费高校大量的资金成本。对于云平台下

的信息系统存在一定的数据安全隐患，由于云使用

者的技术能力要求也更高。

４　高校进行管理会计教育新模式探讨

４．１　成立管理会计科研团队，校企联合丰富实践案

例库

高校可以通过校企联合，与企业签订长期实践合

作协议。鼓励会计教师参与企业财务实践，通过教师

与学生在企业的实践，收集、汇总经验，形成高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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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案例库。高校管理会计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应不

断总结经验教训，拓展实践教学方式。在校企联合实

践中，通过调研走访企业财务高管，了解企业人才要

求。运用管理会计理论进行规划预测决策、战略整合

实践，能够完善管理会计理论，进一步促进管理会计

的发展，不断丰富管理会计案例库。

高校应成立管理会计科研团队，探索跨学科领域

的管理会计知识体系。科研团队可汇集经管类、财会

类不同专业领域的专家、学者、教师，发展各自的专业

优势，研讨管理会计的教学模式，制定新型培养计划。

高校应鼓励教师与学生参加科研活动，参加管理会计

学术年会、研讨会、交流会等，提升教师与学生的管理

会计理论水平。开展兴趣小组，通过师生交流，共同

开发管理会计人才培养方案，提升学生的管理会计素

养，鼓励学科带头人组建会计教育研究智库。

４．２　模块化针对性仿真实训，提高实际动手能力

为了提高学生管理会计课程的实践性能力，高

校应为财会类专业学生针对性开设管理会计模拟课

程。在当前高校的培养计划中，已开设的相关专业

课程模拟实训主要有基础会计学、中级财务会计学、

成本会计学、财务管理学、会计信息系统等学科，很

少针对管理会计课程进行实训操作。因此，高校在

进行财会专业模拟实验课程设置过程中，应适当增

加管理会计实践的学时和学分，让学生在实践中深

入理解管理会计，进而掌握管理会计。

通过实践课程的学习，学生应掌握变动成本法、

本量利分析等基础知识点，在此基础上学习预测、决

策。学习标准成本法的标准设定方法、差异分析及

其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作业成本法的动因归类，

区分有用作业与无用作业，在实践允许的范围内尽

可能地减少资源浪费，学会价值管理的意义。练习

编制全面预算报表，了解企业产供销的各个过程，从

而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

普通会计院校可以将虚拟仿真技术引入会计教

学，通过虚拟仿真技术进行管理会计案例设置，将案

例库设置在云服务器上，教师、学生可以通过远程系

统进行学习，聘请国内外优秀教师进行仿真实验。

积极参加全国高校经济管理类虚拟仿真资源实验教

学研讨会，学生参与虚拟仿真案例编写，举办相应的

模拟仿真比赛。

４．３　培养管理会计思维，采用互动式教学模式

开发管理会计教学新模式也不是一味地否定理

论基础。管理会计的基本假设可以简化现实生活中

的很多问题，可以为短期经营决策提供一定的借鉴

意义。以销定产的理念客观上有利于避免盲目生

产，促进销售部门的工作积极性。管理会计教师应

结合教学内容，针对不同章节知识点，选择有代表性

的案例进行课堂讨论。

信息与互联网技术发展迅速，为学生学习带来

了全新的转变。将翻转课堂模式引入教学中，学生

主动提前学习教学视频，课上讨论提问，学生成了学

习的主动者，而教师只作为辅助。由此可以激发学

生的学习热情，增强学生团队协调能力。通过课前

给的案例，让学生充分学习，分组讨论后派代表发

言，采用组长评分与教师评分相结合。案例讨论中

鼓励师生对问题进行多层次探讨，鼓励思维的融合

碰撞。教师可将学生案例讨论分数计入期末成绩，

督促学生积极参与案例讨论。

４．４　适时引进云会计课程，配备新型会计信息系统

云会计的应用与完善，有利于会计集中化处理

和财务决策的动态化。高校可以通过多方集合会计

资源，共同完善会计教育网络平台。鼓励交叉学科

学习，在会计专业教师中，引进有计算机技术背景的

教师，对于提升教师专业、化信息化水平有很大的帮

助。云计算技术下，教师必须学习掌握新技术可能

存在的问题及风险，在云会计课程讲授中，需要分清

利弊得失，对于学生未来实践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

题也应该进一步测试，在不断的实践中积累经验，完

善云会计知识库。

在信息系统开发方面，技术人员应结合不同企

业的实际需要，以实用性和适时性为基本原则，把陈

旧过时的模块剔出，开发出新的系统模块。会计软

件将通用版与定制化专业版相结合，根据不同用户

的需求，去挖掘适用于用户的信息系统。高校在配

备购置信息系统时，也要关注系统的适时性，结合学

生的能力进行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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