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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新一轮数字技术浪潮背景下，企业财务管理正由传统电算化走向全面信息化，但实践中仍面临流程耦

合度高、数据价值难以深度挖掘、人才与制度保障不足、技术架构分散等瓶颈。本文以数字化转型与财

务信息化为背景，分析两者的协同演进，剖析当前企业财务信息化建设中存在的主要挑战，提出基于“业

务导向–管理规范–数据驱动”的三层逻辑架构，构建以微服务与云原生为核心的财务信息化技术平台；

最后给出业务流程重塑、中台战略推进、数字化人才与制度保障、数据分析应用及技术融合创新五大优

化路径。研究旨在为企业在数字化浪潮中提升财务管理效能、实现业财深度融合和企业信息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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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new wave of digital technology, corporate financial management is tran-
sitioning from traditional computerization to comprehensive informatization. However, in practice, 
it still faces bottlenecks such as high process coupling, difficulty in deeply mining data value, insuf-
ficient talent and institutional support, and fragmented technological architecture. This paper, with 
a focus o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financial informatization, analyzes the co-evolution of the two 
and examines the main challenges in the current construction of corporate financial informatization. 
It proposes a three-layer logical framework based on “business orientation - management standard-
ization - data-driven” and constructs a financial informatization technology platform centered on 
microservices and cloud-native technologies. Finally, it provides five optimization paths: business 
process reengineering, promotion of the mid-platform strategy, digital talent and institutional sup-
port, data analysis application, and technological integration innovation. The research aims to en-
hance the efficiency of financial management in enterprises, achieve deep integration of business 
and finance, and support corporate informatization transformation in the digital w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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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全球数字经济浪潮驱动下，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正深刻重塑企业运营与

管理模式。财务作为企业核心职能，其传统电算化阶段已难以满足实时性、协同性与智能化的需求，亟

须以系统化的信息化建设实现业财深度融合和精准决策支持。尤其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构

建与优化财务信息化体系，不仅关乎企业提升内部管控与资源配置效率，也关系到抵御外部市场波动与

风险的能力。然而，从理论与实践层面看，当前企业财务信息化建设仍存在诸多瓶颈：一方面，业务流

程与信息系统脱节，依赖人工录入与线下审批，导致数据时效与准确度难以保障；另一方面，尽管已广

泛部署财务共享中心与数据仓库，但多停留于基础报表层面，缺乏多维度分析与预测能力，无法充分释

放数据价值。此外，人才与制度体系未能同步跟进，财务人员数字化素养与管理会计能力亟待提升，绩

效考核与激励机制尚需完善。 
针对上述问题，基于“业务导向–管理规范–数据驱动”的三层逻辑结构，本文围绕财务信息化的

关键挑战，提出具备实操指导价值的技术支撑策略与系统化优化路径，力图形成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解

决方案。研究旨在为企业构建高效、灵活、可持续的财务信息化体系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助力提

升财务管理水平与整体竞争力，最终实现企业信息化转型。 

2. 关键概念概述 

2.1. 数字化转型的发展 

数字化转型是企业在应对技术变革与市场压力中实现价值重构的关键路径，尽管学界尚未形成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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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但主流观点多聚焦于技术应用与组织变革两个层面。Berman 强调以客户为中心、利用数字技术重

塑业务模式；Frynas 认为其本质在于突破数据壁垒，推动管理机制升级[1] [2]；吕铁与赵娴等分别从产业

链重构与服务场景优化角度补充了数字化的实践路径。此外，构建数字生态、优化组织流程和提升运营

效率也成为推动转型的关键方向[3]-[5]。在实施策略上，研究普遍建议企业将数字化上升为战略重点，结

合并购整合、平台建设与人才引进等手段多维推进转型进程[6] [7]。 
从动因来看，数字化转型受外部环境变化与企业内部发展需求双重驱动。一方面，随着技术进步与

市场重构，企业必须摆脱传统路径依赖，借助数字工具提升适应力与竞争力[8]；另一方面，企业也需通

过转型优化组织结构、提升运营效率与价值创造能力。研究还指出，数字化转型虽短期内成效不显，但

长期有助于降低成本、提升顾客响应与实现高质量增长[9]。整体来看，数字化转型不仅是技术层面的更

新换代，更是企业从战略到运营的系统性变革，其核心在于构建面向未来的竞争优势与持续成长能力。 

2.2. 财务信息化的定义与发展 

“信息化”最早由日本学者梅倬忠夫于 1973 年提出，他认为现代管理科学是信息科学与管理科学的

融合产物，而“财务信息化”则由美国率先提出，指将计算机技术应用于财务领域以提升效率。随着计

算机技术发展，SAP、Oracle、用友、金蝶等系统的出现为财务信息化提供了强大技术支撑。财务信息化

可从技术和管理两个层面理解：技术上，它依托计算机与网络技术，实现数据的实时采集、处理与分析，

为企业提供决策依据；管理上，它是一种系统性思维，通过财务信息共享平台推动业务与管理融合。我

国自 1979 年进入会计电算化阶段，最初在工资与固定资产等领域实现了从手工到计算机的过渡，随后财

务软件发展推动了业务与财务一体化[10]-[12]，但当时财务系统多侧重信息记录功能。进入信息化建设阶

段后，财务信息系统开始承担更复杂的管理功能，如建立共享服务中心、推动企业集约化管理，并通过

提高信息透明度与响应速度，带动成本控制与效率提升[13]。 

2.3. 中台的概念与发展 

中台作为一种面向服务的数字化架构理念，最初源于企业对敏捷组织结构与数据协同能力的需求。

其雏形可追溯至芬兰 Supercell 公司对资源共享机制的创新实践。2015 年，阿里巴巴首次在国内提出中台

概念并加以落地，随后腾讯、京东等大型企业相继应用该架构，推动了中台理念的快速发展[14] [15]。 
中台本质上是一种连接前台业务系统与后台管理系统的数字平台，强调“能力复用、数据共享与服

务标准化”。它通过整合企业核心业务与数据资源，打破部门间信息壁垒，提升组织的反应速度与协作

效率。目前主要发展出业务中台与数据中台两类结构：前者支持前台业务的快速创新，后者则聚焦于多

源数据的集中处理与智能分析，二者协同构建企业数智化转型的技术底座[16]-[19]。 

3. 数字化时代企业财务信息化面临的问题 

我国企业财务信息化的发展也面临一些问题和挑战：关键领域创新能力不足，产业链供应链受制于

人的局面尚未根本改变；不同行业、不同区域、不同群体间数字鸿沟未有效弥合，甚至有进一步扩大趋

势；数据资源规模庞大，但价值潜力还没有充分释放；数字经济治理体系需进一步完善。 

3.1. 业务流程适应力不足 

近些年，许多企业虽然利用了会计信息化软件，但是信息化的利用程度相对单一，仍然借助原始凭

证等相关材料进行人工录入，业务处理的效率较低，不足以给企业提供有效数据支持，且很容易出现数

据材料传递不及时、审核周期较长等一系列的问题。例如，在费用报销流程中，通常在填写报销申请时

需要进行审批环节，然后再对单据审核，在这个过程中会存在大量的重复工作，使得财务人员工作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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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度增加并堆积在一起，难以优先审核一些较为紧急的报销票据，导致一些业务工作难以进行，降低了

企业运行的效率[20]。类似地，在采购付款环节，财务人员需要对发票进行审核以查验其真伪，在这过程

中可能会出现因信息不一致而导致的无法核对，进而无法支付款项，这可能会招致采购人员重新和供应

商核对信息，浪费了大量的时间成本，降低了财务处理的效率。此外，不同子公司因业务差异导致收入

确认时点不统一，造成月末库存与实际发货不符的问题；应收账款管理中，汇款单与系统订单对接不匹

配的情况也比较常见，需要财务人员额外核对。这些问题说明业务流程难以适应企业财务信息化的需求，

制约了其实施效果。例如，不同子公司因业务差异导致收入确认时点不统一，造成月末库存与实际发货

不符的问题；应收账款管理中，汇款单与系统订单对接不匹配的情况也比较常见，需要财务人员额外核

对。这些问题说明业务流程难以适应企业财务信息化的需求，制约了其实施效果。 

3.2. 数据挖掘深度不足 

当前企业对数据价值开发仍局限于基础层面的报表生成，缺乏深层次的数据整合、模型分析与预测

支持。数据孤岛现象普遍存在，部门间数据交互障碍大，导致企业管理层难以获取全面统一的运营视图，

这制约了战略决策的效率与前瞻性。所谓数据挖掘，就是通过信息技术手段，把一些具有分散性、无规

律性的数据转化为有价值的、对决策有意义的信息数据。而如今，许多企业通过信息数据处理业务时，

常常没有对共享中心的数据进行深入挖掘，只是把一些与经营活动有关的数据进行分析对比，或者仅仅

把财务共享中心的数据仅用于成本分析一些浅层次的研究，没有充分发挥数据的价值[21]。以成本的分析

为例，如果仅通过总账信息简单计算，就无法获得精确的产品成本，也无法识别成本动因，从而容易导

致成本控制决策失误。此外，数据挖掘技术可以追踪客户购买频次等信息，帮助了解客户消费习惯和潜

在需求。如果缺乏对数据挖掘广度和深度的重视，就不利于企业管理部门发现经营规律，影响科学决策

的制定。此外，数据挖掘技术可以追踪客户购买频次等信息，帮助了解客户消费习惯和潜在需求。如果

缺乏对数据挖掘广度和深度的重视，就不利于企业管理部门发现经营规律，影响科学决策的制定。 

3.3. 人才与制度问题 

随着企业财务信息化的发展，进一步重塑了财务市场人才需求，当下数字化财务人员需要具备战略

视角、数字化思维、数据分析能力。但是许多财务人员仍在重复着简单的手工记账工作，工作单一重复。

况且，重会计、轻管理的思想一直存在于一些企业，导致了财务人员缺乏相关的管理知识和经验，胜任

力的不足，影响了使用相关财务软件，导致智能财务管理的效率低下。在引入智能财务管理系统的情况

下，大部分财务人员年纪偏大，无法适应企业财务信息化的发展要求。其次是人员绩效考核不完善，在

财务共享中心的引入下，能有效地解决企业沟通困难以及成本过大等问题，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如若

想到达预期的效果，需要有相应的绩效考核机制，而一些公司的考核机制采取无差异考核，这反应不出

工作人员的工作状况，缺乏一定的科学性[11]。此外，不同的岗位应该需要不同的考核标准，不能仅仅关

注速度而忽略质量因素，缺乏客观的定量指标。不同的岗位应该需要不同的考核标准，不能仅仅关注速

度而忽略质量因素，缺乏客观的定量指标。 

4. 财务信息化的建设逻辑与技术支撑 

4.1. 财务信息化的建设逻辑 

企业财务信息化建设中财务中台的建设逻辑为业务驱动财务、管理规范业务、数据驱动管理。业务

驱动财务指将业务活动数字化来直接驱动财务活动，通过构建企业业务智能平台，在系统中将业务规范

化实现业财对接，经营活动直接通过系统的识别分析进入财务系统，自动生成会计账套，合成会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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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财务部门可以通过其业务数据来进行财务分析和决策。管理规范业务即通过系统规则来规范业务活

动。通过业务系统明确业务需求，并制定详细的实施计划和管理程序，实现与后台财务系统的链接，在

业务执行过程中受企业生产经营管理规则、财务控制标准、资金预算等的约束。对于数据驱动管理，即

通过大数据分析实行管理的提升。智能系统的运用实施依靠大量的数据，因此数据对于企业的管理至关

重要。构建数据共享平台，通过对数据的分析，借助模型和算法，可以找到企业生产经营的规律，了解

客户需求，提升客户满意度。并且通过分析企业内外部数据可以更加准确地预测财务风险，市场变化趋

势，从而采取相应的措施来降低财务风险，提高财务绩效。 

4.2. 财务信息化的技术支撑 

在企业迈向财务信息化转型的过程中，构建以财务中台为核心的数智化技术底座，是实现业财融合、

增强数据驱动能力的关键技术路径。财务中台不仅是财务系统的整合平台，更是企业实现业务前台敏捷

响应与财务后台稳健治理之间“变速箱”的技术载体。其搭建路径应遵循“能力复用、技术解耦、数据融

合、流程闭环”的建设逻辑，并以新一代数字技术为支撑，打造高效、智能、敏捷的财务技术体系[22] [23]。 

4.2.1. 技术架构设计 
财务中台的核心是对财务能力的统一封装与复用，其底层架构通常采用微服务与云原生架构，实现

各模块的松耦合与快速集成。技术平台应包括会计引擎：通过事件驱动模型，自动识别业务事件并依据

预设规则生成凭证，确保核算逻辑标准化、自动化；规则引擎与流程引擎：内嵌复杂业务逻辑与审批流

程规则，实现从前台业务触发到后台财务处理的闭环管理；基础能力中心：集成 OCR 识别、语音解析、

RPA 流程机器人等 AI 能力，支撑自动报账、智能审核、自动记账等场景；数据中台联动机制：通过数据

集市与主数据管理平台，实现不同系统、不同业务之间的数据一致性与语义统一；共享服务组件：如报

账中心、收付款中心、合同中心、发票中心等，统一业务入口，提升数据透明度与处理效率。 
在构建过程中，应将分散的业务与财务能力沉淀为共享服务，实现从“功能模块”向“能力中台”的

跃迁。例如：收付中心通过搭建收款池与付款池，自动匹配银行流水与业务单据，实现收付款过程可追

溯、数据可视化；合同与发票中心实现合同履约过程与财务付款流程的自动贯通，打通发票真伪识别、

合同付款进度追踪与纳税申报；智能报账系统嵌入 OCR 与流程审批引擎，简化报销流程，实现“自助填

报、自动审核、智能归档”；智能会计机器人支持多场景会计规则训练，自主匹配科目、生成凭证，替代

标准化账务处理。 

4.2.2. 数据驱动能力：构建业财一体化数据底座 
数据企业财务信息化运行的核心支撑。通过建设统一的数据中台，汇聚企业内外部业务数据、财务

数据、流程数据与第三方数据，实现数据资产化管理：对结构化与非结构化数据进行标签化治理，实现

可追溯、可统计、可预测的数据使用；多维数据建模：以业务周期、会计要素、组织结构等维度建模，支

持经营分析、预算预测与智能决策；动态报表与预警分析系统：实现收入成本自动归集、资金流分析、

利润预测、异常预警等智能分析功能。 

4.2.3. 技术融合：AI + RPA + 流程驱动的智能能力支撑 
企业财务信息化中智能财务中台的搭建应深度融合 AI、大数据、自动化流程引擎等技术，实现从“规

则驱动”向“模型驱动”的跃升。以一些企业为例，其财务中台中集成了三类机器人——报账机器人、会

计机器人与财务机器人，分别服务于日常财务流程、标准化核算与经营分析三个层级，通过协同工作构

建全生命周期的财务智能处理机制[24]。同时，借助人工智能大模型技术，可实现从简单事务自动化向预

测、分析、辅助决策的智能升级，推动企业构建财务“智能工厂”，提升财务管理的专业性、前瞻性与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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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贡献力(如图 1)。 
 

 
Figure 1. Financi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frastructure 
图 1. 财务信息化的技术搭建 

5. 财务信息化建设路径 

5.1. 业务流程再造与优化 

针对当前企业信息化应用层次较为浅显的问题，亟需通过业务流程重构实现流程效率提升。企业应

系统梳理各项业务流程，明晰流程目标、输入与输出要素，全面掌握各环节之间的逻辑关系，结合数据

采集与流程分析，识别并追踪瓶颈环节，进而实现流程精简与人工干预最小化，从而提升整体运营效率。

以报销流程为例，可通过构建线上申请平台，设置紧急票据识别机制，对紧急事项实行优先审批策略。

员工可依票据紧急程度选择普通或紧急通道，上传影像资料并填写相关信息，系统通过 OCR 技术自动

提取票据信息，并依据设定规则进行初步校验，若发现异常即反馈修改，显著降低财务人员的重复劳

动。流程通过系统审核后，依次流转至上级审批、财务复核及财务共享中心，最终完成核算与记账操作

[25]。 
在采购付款环节，可利用智能化手段提升效率：员工提交发票清单后，系统自动识别发票信息并验

证真伪和完整性，验证通过后流程流转至管理层审批，再到财务人员核对凭证与扫描信息，确认无误后

上传至财务共享中心进行最终核算和记账，最后由资金管理模块进行付款处理，实现金融与银行系统实

时直联。在收入确认和销售管理方面，也可引入智能化机制规避风险：根据业务特点以出库单为收入确

认标准，引入智能催收系统根据客户信用等级自动触发催收措施，有效降低坏账风险。在销售订单流程

中，销售人员接收订单后核实客户信息并上传合同资料，生成开票申请；财务系统自动初审并由项目负

责人审核，最终移交应收账款岗位复核；采购合同及付款单据随后上传至共享平台生成凭证，由资金部

门开票收款；发票交付客户后，业务部门根据回款信息反馈至核算中心，完成后续账务处理与归档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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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优化实现了业务与财务的紧密对接，提高了账务处理的及时性和准确性。 

5.2. 中台战略思维 

数据中台作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核心载体，强调以业务驱动为导向，实现数据资源的高效整合与多

部门间的协同共享。其主要功能在于将零散、分布式的数据资产加以结构化、价值化处理，从而打通企

业内部各部门之间的“数据孤岛”，实现跨业务场景的数据联动，增强企业内部的信息透明度与管理科

学性。构建前台–中台–后台一体化的财务管理平台，不仅有助于企业战略意图的贯彻执行，更为管理

层提供坚实的数据决策支持[26]。 
通过标准化的数据接入机制，前台的业务数据可实时汇入中台平台，经由算法模型统一规范口径，

实现财务与业务数据的有机整合。在此基础上，企业能够进一步对财务指标与运营指标进行深度关联分

析，探索数据背后的成因逻辑，支持跨职能部门之间的横向审计与协同控制。通过中台平台的统一发布

机制，不同业务系统与组织层级之间可实现数据高效传输与共享，统一基础数据资料管理，使集团公司

得以增强对子公司或分支机构的控制能力，提升整体战略执行效能。 

5.3. 数字化人才体系构建与制度优化 

5.3.1. 财务人员能力提升 
在企业财务信息化建设中，人才是推动转型的核心驱动力。伴随企业向数据驱动与智能化管理转型

的不断深入，传统财务岗位正逐步向技术复合型与管理决策型角色演进。企业应根据战略发展目标，制

定系统化的人才培养方案，通过岗位再培训、跨职能学习与实践锻炼等手段，加速现有财务人员向管理

会计方向转型，增强其在成本控制、预算管理与流程优化等方面的专业能力。 
在大数据与信息化环境日益普及的背景下，财务人员不再仅承担核算职能，更应具备前瞻性的数据

分析能力与对企业运营环节的全面理解。通过借助信息系统对企业费用结构进行多维度分析，为企业预

算管理、成本管控及战略决策提供数据支持。信息化工具的广泛应用使得企业由传统的事后管理向事前

预测与动态控制转变，对财务人员的数字能力与预判能力提出更高要求[27]。 

5.3.2. 绩效考核机制优化 
为有效支撑企业财务信息化体系的实施，企业应推动绩效管理机制的数字化与量化转型。通过设定

明确的绩效指标并将其落实至各预算执行主体，可在保障财务资源合理流动的同时提高资金运作效率，

帮助管理层实时掌握运营动态。量化绩效评估通过采集与分析各类工作绩效数据，以可量化的形式客观

反映员工工作表现，为薪酬分配、激励机制与晋升路径提供依据。此外，企业可定期开展横向与纵向绩

效比较分析，精准识别部门运行波动与问题症结，形成数据驱动的绩效反馈闭环。该机制在提升组织运

行透明度的同时，强化了员工工作目标与组织目标的一致性，有助于持续改进和内部良性竞争。 

5.3.3. 数据挖掘能力与分析体系提升 
为了充分释放数据的战略价值，企业需构建科学、高效的数据分析体系并强化数据挖掘能力。首先，

应建立专业化的数据分析团队，采用包括机器学习、聚类分析、预测建模等在内的先进分析方法与工具，

对财务数据及运营数据进行深度建模与结构化分析。例如，通过分析客户消费频率与金额区间，企业可

以预测客户需求并优化产品策略，从而提升客户满意度与忠诚度。其次，构建数据可视化平台能够将复

杂的数据结构转化为易于理解的图表与报表，增强数据的解释力与可操作性，提高管理层对数据趋势的

感知能力和决策响应速度。同时，应持续推动全员数据素养建设，通过组织培训、案例分析等方式强化

员工的数据认知与分析能力，营造数据驱动的组织文化，全面提升企业在数字经济时代的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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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 技术融合与财务信息化创新路径 
企业财务信息化体系的建设离不开多项前沿技术的协同融合与创新实践。企业应在人工智能、区块

链、物联网等新兴技术支持下，构建覆盖财务全过程的智能化管理架构。首先，借助自然语言处理技术

可实现智能财务问答系统，提高财务信息服务的响应效率；利用机器学习算法可对财务风险进行动态预

测，辅助预算编制，提高财务预测与控制的科学性与精准性。其次，区块链技术可用于保障财务数据传

输与存储过程的安全性和不可篡改性，增强财务报告的真实性和透明度，在供应链金融等高信任场景中

具有重要应用价值。同时，结合物联网设备实时采集生产和销售端数据，实现财务系统与业务系统的联

动更新，为企业提供更实时、更精准的财务决策支持。企业还应建立持续的技术创新机制，鼓励内部创

新实践并与高校、科研机构合作，探索更多企业财务信息化应用场景，确保企业财务信息化领域保持技

术领先地位。 

6. 结论与展望 

6.1. 总结 

本文针对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的企业财务信息化转型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首先阐述了企业财务信息

化的背景与意义，分析了当前面临的技术创新能力不足、数字鸿沟明显、数据价值挖掘不充分以及治理

体系不健全等现实挑战。然后提出了财务中台建设的总体思路，即遵循“业务引导财务–管理规范业务–

数据支撑管理”的核心逻辑，并以财务中台为核心构建数智化技术平台。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归纳了业

务流程再造优化、中台战略实践、财务人员数字化能力提升与制度优化、数据分析能力建设以及技术融

合创新等五大实施路径，为企业实现财务职能的智能化转型提供了系统的理论框架和实践指导。通过本

文提出的研究思路和路径，企业可以有针对性地破除结构性瓶颈，实现财务管理的整体升级，提升决策

效率和竞争力。 

6.2. 展望 

由于不同行业的会计职能和业务流程存在显著差异，企业财务信息化建设的需求和重点也有所不同。

未来研究可聚焦制造业、金融业、服务业等具体行业，探索其智慧企业财务信息化建设的特色路径和实

践模式，以增强研究的针对性和实用性。本研究为企业推进企业财务信息化转型提供了逻辑框架和实践

方向，后续研究可进一步深化企业财务信息化构建逻辑与落地路径的探索，结合行业案例和实证分析，

帮助企业持续提高财务管理效能和整体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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