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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信息化已成为推动社会各领域创新的重要力量。本研究以高校会计类研究生

为研究对象，探讨信息化对其科研创新能力的影响，通过设计对在校大学生就关于会计信息化于创新发

展作用内容的问卷调查以获取相关数据。根据调查数据对信息化环境下会计类研究生科研创新的现状进

行分析，揭示了信息化对研究生科研创新的积极作用与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提升会计类研

究生科研创新能力的策略，包括优化信息化教育资源配置、构建科研创新平台、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改

革科研创新评价体系等。本研究旨在为高校会计类研究生教育改革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促进研究

生科研创新能力的提升，适应新时代高等教育发展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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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forma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force 
that promotes innovation in all fields of society. This study takes the accounting graduate students 
at universitie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o discuss the influence of informatization on their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ability and designs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n the role of accounting in-
formatization in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to obtain relevant data. According to the survey data,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research innovation of accounting postgraduates in the information en-
vironment is analyzed, and the positive effects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informatization on gradu-
ate research innovation are revealed. On this basis, the paper puts forward strategies to improve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ability of accounting postgraduates, including optimizing the 
allocation of information education resources, building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plat-
form,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ers, and reforming the evaluation system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the reform of accounting graduate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graduate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ability, and adapt to the needs of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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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信息技术不断地发展，会计专业为积极适应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趋势，需要借助信息技术进行

更加精确的数据分析预测及决策。在当前的高校环境中，信息化对会计类研究生的科研创新产生了深远

的影响。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会计类研究生在科研过程中能够更加便捷地获取和处理信息。他们通

过使用各种数据库和统计分析软件，能够迅速地从大量数据中提取有用信息，进行深入地分析和研究，

从而提高了科研工作的效率和质量。互联网的普及使得研究生能够轻松访问到海量的学术资源，这些资

源包括但不限于在线学术期刊、电子书籍、研究论文和行业报告。这些资源的便捷获取，不仅丰富了研

究生的知识储备，也为他们的科研创新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信息化的推进促进了跨学科研究的

开展。会计类研究生在科研中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会计领域，而是通过与管理学、经济学、信息技术等学

科的交叉融合，开拓了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使得科研创新更加多元化。信息技术的应用也极大地加速

了研究成果的传播。研究生通过在线学术平台、专业社交媒体等渠道，能够迅速地将自己的研究成果推

向学术界，这不仅提高了他们的学术影响力，也促进了学术界的交流与合作。信息化工具的使用使得科

研协作变得更加灵活。会计类研究生可以借助在线协作平台、视频会议系统等与国内外的研究者和专家

进行远程合作，这种协作方式打破了地域限制，为科研创新提供了更广阔的合作空间。随着高校信息化

建设的不断加强，会计类研究生的科研环境得到了显著改善。现代化的实验室、高速的网络环境、丰富

的软件资源等，都为研究生进行科研创新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良好的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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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现状分析 

2.1. 文献综述 

高校会计信息化在提升财务管理效率、优化资源配置、增强决策支持能力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然

而，当前高校会计信息化建设中存在一些问题[1]-[4]，例如缺乏专业的会计信息化管理人才、信息化共享

平台建设存在隐患和缺少健全的会计信息化标准和法规等。 
为了适应高质量发展需求的时代背景，数字化要求会计类研究生在信息化中掌握创新思维与实践技

能，各高校通过建设和优化高校财务信息系统，为会计类研究生提供相应信息平台得以为未来创新发展

打下坚实基础，通过分析财务信息化需求、优化系统设计流程和加强专业人员的系统使用和培训[5]。与

此同时，根据信息化建设的创新路径，高校加深对会计信息化的重要性认识，完善会计信息化管理配套

规章制度，更新和升级会计信息化基础建设，不断提高会计信息化质量[6] [7]。 

2.2. 信息化对会计类研究生科研创新的积极影响 

在当前信息化的大背景下，会计类研究生得以借助互联网这一便捷渠道，迅速地获取到海量的学术

资料、专业数据库资源以及最新的学术研究动态[8]。这些丰富多样的信息资源，为他们的科研创新活动

提供了强有力的信息支持，极大地丰富了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具体来说，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会

计类研究生能够采用多样化的研究方法，例如数据挖掘技术可以帮助他们从庞大的数据集中提炼出有价

值的信息；文本分析技术则能够对大量的文本数据进行深入解读；而模型构建则能够帮助研究生在理论

框架下进行实证研究。这些先进研究方法的应用，显著提升了科研创新的技术含量和科学性。 
与此同时，信息化工具的普及，如在线协作平台和社交网络等，为会计类研究生提供了与国内外同

行进行交流与合作的全新途径[9]。这些平台不仅打破了地理界限，还缩短了交流周期，使得研究生们能

够及时分享研究成果，获取反馈，从而拓宽了科研创新的视野。在这种互动模式下，研究思路得以碰撞，

创新灵感得以激发，科研合作得以深化，为会计学科的研究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2.3. 信息化对会计类研究生科研创新的挑战 

信息化快速发展为会计类研究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资源盛宴，同时也带来了信息过载的问题。面对

海量的数据和信息，研究生在筛选、处理和有效利用这些信息方面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他们需要具备

较高的信息筛选能力和批判性思维，以便从繁杂的信息中提炼出对科研创新有价值的内容。部分研究生

由于缺乏系统的信息素养培训和实践经验，他们在高效利用信息技术进行科研创新方面显得力不从心。

这种能力的不足不仅限制了他们从信息化资源中获益的程度，也影响了科研工作的效率和成果的创新性。

研究生在科研过程中可能会遇到数据造假、抄袭等诚信问题。这些问题不仅损害了科研工作的真实性，

也严重影响了科研创新的质量和学术界的声誉。数据的不真实和研究成果的抄袭，不仅违背了科研诚信

的基本原则，也削弱了科研成果的社会价值和学术影响力。因此，如何在信息化的背景下确保科研诚信，

提高科研创新的质量，已成为高校和教育工作者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要课题。 

3. 研究内容 

为研究会计信息化是否帮助高校本科生的信息技术得以有效运用，且推动会计类研究与时俱进进行

创新改革发展，本文通过对在校大学生就关于会计信息化于创新发展作用内容采取问卷调查的方式获取

相关数据，根据 SPSS 软件对数据的分析，本文通过三种分析角度体现该问卷数据的可信度以及可靠度，

证明该数据的可研究性。结果表明，会计信息化在在校本科生中的应用较为广泛，且多数认为会计信息

化在本科生创新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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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问卷设计 

问卷共设有 20 个问题，总体分为三个板块：会计信息化使用满意度、对会计信息化目前发展的意见

和对会计信息化未来发展的展望。此次调研的目的是发现目前会计信息化在高校发展的优缺点，根据其

反馈提出相应解决措施与政策。 

3.2. 问卷数据分析 

3.2.1. 样本描述型统计分析 
本次问卷共收集了 231 份有效问卷，见表 1，调查人群包含了将近 24%的大一大二在校生、23%的大

三生和 30%的大四在校生，调查人群范围涉及年级较为广泛，支撑着该问卷覆盖面的广度。见表 2，92%
的在校生目前使用着会计信息化系统，足以证明会计信息化在本科生中应用广泛，极大多数在校生对会

计信息化有基本的了解甚至将会计信息化熟悉掌握并应用于自己的学习与工作。 
 

Table 1. The situation of the subject of the questionnaire 
表 1. 问卷调查对象情况 

 频率 百分比 

有效 

大一 55 23.8% 

大二 55 23.8% 

大三 53 22.9% 

大四 68 29.4% 

总计 231 100.0% 

 
Table 2. Use the accounting information system to analyse the situation 
表 2. 使用会计信息化系统情况分析 

 
响应 

个案数 百分比 

有效 
是 212 91.8% 

否 19 8.2% 

总计 231 100.0% 

3.2.2. 信度分析 
通过对回收的有效问卷进行信度检验，本问卷对克隆巴赫 Alpha 进行系数分析，克隆巴赫 Alpha 系

数大于 0.8，代表量表总体信度良好，见表 3，克隆巴赫 Alpha 系数为 0.842，证明该问卷里的所有问题都

在尽可能准确和一致地衡量本科生关于会计信息化的研究问题看法。 
 

Table 3. Credibility analysis 
表 3. 信度分析 

可靠性统计 

克隆巴赫 Alpha 基于标准化项的克隆巴赫 Alpha 项数 

0.842 0.84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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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效度分析 
本问卷通过因子分析(探索性因子分析)方法对回收的有效问卷数据进行了效度分析，KMO 值大于 0.6

代表该问卷量表适宜做量子分析，Bartlett 球体检验小于 0.01 代表该数据通过了效度检验。见表 4，KMO
值为 0.981，Bartlett 球体检验为 0.0001，证明该问卷数据测量题项设计合理，能够较为准确有效地分析该

研究的目的与要求。 
 

Table 4. Effectiveness analysis 
表 4. 效度分析 

KMO 和巴特利特检验 

KMO 取样适切性量数。 0.891 

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 

近似卡方 502.810 

自由度 21 

显著性 0.0001 

3.3. 调查结果分析 

3.3.1. 会计信息化对职业素养的影响 
见表 5，根据对调查问卷显示的有效问卷分析，结果显示在接受调查中有将近 50%的学生认为信息

化对就业前景有影响，运用会计信息化能够帮助他们提高就业竞争力，将近 30%的学生认为无明显影响，

有少数 20%的学生认为会降低就业机会，由数据可推测会计信息化已经在逐步影响本科生对未来创新发

展方向的选择。 
 

Table 5. The impact of informatization on employment prospects 
表 5. 信息化对就业前景的影响 

 响应 

个案数 百分比 

信息化对就业前景 
的影响 

您认为信息化对会计专业的就业前景 
有何影响？——提高就业竞争力 103 46.8% 

对就业前景无明显影响 73 33.2% 

降低就业机会 44 20.0% 

总计 220 100.0% 

 
根据对会计信息化的使用情况进行问卷调查，见表 6，其中对会计信息化系统能够帮助组织进行科研

创新持积极支持态度的本科生将近占参与调查总人数的 70%，持中立态度的为 13%，持反对态度的将近

17%，结果表明，大多数本科生认为使用会计信息化系统能够有效帮助组织进行科研创新，少数持相反态

度，佐证了在组织工作中使用会计信息化能够起到推动积极科研创新的作用。 

3.3.2. 会计信息化可用性分析 
见表 7，由接受问卷调查的在校生提供的数据可知，将近 73%的学生较频繁使用会计信息化系统，

将近 28%的学生一般或者较少使用会计信息系统，由此可见，会计信息系统在在校生中的日常应用较为

广泛，成为学生学习工作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学习工具之一，会计信息化在他们的学习工作创新中占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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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为重要的地位。 
 

Table 6. The impact of accounting information system on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表 6. 会计信息化系统对科研创新的影响 

 频率 百分比 

有效 

非常不同意 12 5.2% 

不同意 26 11.3% 

不一定 30 13.0% 

同意 92 39.8% 

非常同意 71 30.7% 

总计 231 100.0% 

 
Table 7. Frequency of using accounting information system 
表 7. 使用会计信息化系统频率 

 频率 百分比 

有效 

极少 4 1.7% 

较少 37 16.0% 

一般 23 10.0% 

较多 103 44.6% 

经常 64 27.7% 

总计 231 100% 

 
关于对会计信息系统的操作是否简单上手问题探究，见表 8，得到的调查问卷数据显示，将近 70%

的在校生认为会计信息化系统使用较为简便易用，能够很好让会计信息系统为自己服务以提高学习工作

效率，也有将近 18%的在校生认为会计信息系统上手较难，使用体验感较差，事实证明，在会计信息系

统的广泛应用下，在校生能够很好地掌握操作方法以提高自己的工作效率，推动个人或组织科研创新。 
 

Table 8. Ease of operation and use of accounting information system 
表 8. 会计信息系统的操作易用性 

 频率 百分比 

有效 

非常差 8 3.5% 

较差 33 14.3% 

一般 28 12.1% 

较好 91 39.4% 

非常好 71 30.7% 

总计 231 100.0% 

 
对于会计专业的学生来说，对信息化技术的兴趣程度可能会影响他们学习的积极性和未来职业发展

的方向。见表 9，71%的学生对信息化技术感兴趣，29%的学生不感兴趣。这种高比例的学生对信息化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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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的兴趣，对于会计教育和会计行业来说是一个积极的信号，表明未来的会计专业人才将更加适应数字

化时代的需求。 
 

Table 9. Degree of interest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表 9. 信息化技术的兴趣程度 

 频率 百分比 

有效 

非常不感兴趣 9 3.9% 

不感兴趣 26 11.3% 

一般 32 13.9% 

比较感兴趣 89 38.5% 

非常感兴趣 75 32.5% 

总计 231 100.0% 

3.3.3. 会计信息化发展前景 
社会对会计信息化的认可和重视在逐步递增，对于复合型人才的需求在逐步增加。见表 10，75.7%的

学生持积极态度，10.8%的学生持中立态度，13.4%的学生持消极态度。高比例的正向反馈反映了当前会

计行业对信息化技术人才的高需求，同时学生们意识到掌握这些技能对于未来就业的重要性。 
 

Table 10. Recognition of accounting informatization 
表 10. 对会计信息化的认可度 

 频率 百分比 

有效 

非常不同意 16 6.9% 

不同意 15 6.5% 

不确定 25 10.8% 

同意 95 41.1% 

非常同意 80 34.6% 

总计 231 100.0% 

 
由于新一代人工智能以及其他领先的科技的兴起，会计领域的自动化与人性化已经取得了显著提升。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部分传统的会计工作可能会被自动化工具和系统所取代。见表 11，82.3%的学生认为

会被取代工作，17.7%的学生则认为不会。说明大部分学生已经认识到重复性高、规则性强的核算和报告

工作不再满足社会需求，需要提升自己的能力，从而在更高层次上发挥作用。 
 

Table 11. Accounting informatization replaces labour 
表 11. 会计信息化取代人工 

 频率 百分比 

有效 

会 190 82.3% 

不会 41 17.7% 

总计 231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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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发展，会计信息化水平得到了显著提升。这不仅极大地提高了会计

核算的效率，而且为科研人员提供了更加精准、高效的财务服务。见表 12，71.4%的学生持积极态度，

13.4%的学生持中立意见，15.2%的学生持消极态度。说明大部分学生认识到会计信息化在科研创新的发

展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为科研创新带来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Table 12.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need to realise accounting informatization 
表 12. 科研创新需要实现会计信息化 

 频率 百分比 

有效 

非常不同意 8 3.5% 

不同意 27 11.7% 

不一定 31 13.4% 

同意 85 36.8% 

非常同意 80 34.6% 

总计 231 100.0% 

3.3.4. 会计信息化技术规范标准 
为了规范数字经济环境下的会计工作，提高会计信息质量，根据会计信息化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和

规范标准可以确保会计信息化工作的安全可靠。见表 13，72.7%的学生认为需要，10.4%的学生持中立意

见，16.9%的学生认为不需要。高比例的认可态度表明了会计信息化需要在法律法规框架下进行，以确保

其健康有序发展，以适应数字经济的发展需求，提高会计工作的质量和效率。 
 

Table 13. Accounting informatization requires legal constraints 
表 13. 会计信息化需要法律约束 

 频率 百分比 

有效 

非常不需要 10 4.3% 

不需要 29 12.6% 

不确定 24 10.4% 

需要 97 42.0% 

非常需要 71 30.7% 

总计 231 100.0% 

 
会计信息化作为推动会计工作现代化的重要手段，可以带给学生工作上的一些便利。见表 14，19.9%

的学生选择提高数据分析，22.1%的学生选择加强风险管理，23.7%的学生选择优化财务报告，18.1%的学

生选择提高决策效率，16.2%的学生选择提高审计效率。数据频率差异较小，说明提高数据分析、加强风

险管理、优化财务报告、提高决策效率和提高审计效率皆为会计信息化的优势。 
目前在会计领域应用信息技术过程中存在需要面临的挑战和不足。这些挑战和不足可能来自技术、

管理、法律等多个方面。见表 15，22.5%的学生选择引进先进的信息化技术，22.7%的学生选择加强人员

培训和技能提升，24.6%的学生选择增加投资，优化系统设施，15.8%的学生选择建立完善的信息化管理

制度，14.5%的学生选择加强与其他部门的协作与沟通。数据频率差异不大，说明皆为会计信息化需要面

临的挑战。如表 15 所示，19.3%的学生选择数据录入效率低下，25.6%的学生选择报表生成不及时，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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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生选择系统间数据交换不畅，18.2%的学生选择缺乏有效的数据分析工具，15%的学生选择信息安全

隐患。数据频率相差不大，皆是需要弥补的不足。 
 

Table 14. Advantages of accounting informatization 
表 14. 会计信息化优势 

 
响应 

个案数 百分比 

您认为信息化对会计工作的 
影响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提高数据分析能力 109 19.9% 

加强风险管理 121 22.1% 

优化财务报告 130 23.7% 

提高决策效率 99 18.1% 

提高审计效率 89 16.2% 

总计 548 100.0% 

 
Table 15. Bottlenecks of accounting informatization 
表 15. 会计信息化的瓶颈 

 
响应 

个案数 百分比 

您认为哪些措施能够 
有效促进会计信息化 

流程的改进？ 

引进先进的信息化技术 127 22.5% 

加强人员培训和技能提升 128 22.7% 

增加投资，优化系统设施 139 24.6% 

建立完善的信息化管理制度 89 15.8% 

加强与其他部门的协作与沟通 82 14.5% 

总计  565 100% 

您认为目前会计信息化 
流程在哪些方面存在 

不足？ 

数据录入效率低下 109 19.3% 

报表生成不及时 145 25.6% 

系统间数据交换不畅 124 21.9% 

缺乏有效的数据分析工具 103 18.2% 

信息安全隐患 85 15.0% 

总计 566 100.0% 

4. 研究结论 

会计信息化对本科生科研能力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不仅提供了海量的数据资源和先进的信

息技术支持，还通过便捷的科研工具和平台，极大地拓展了学生的研究范围，提高了他们的数据挖掘、

处理和分析能力，同时也锻炼了他们利用信息技术解决复杂会计问题的能力。为了更有效地提升本科生

的科研能力，建议高校采取一系列综合性措施：加强会计信息化教育，调整和优化课程内容，使之与信

息化发展趋势紧密结合；开展针对性的信息化科研训练，让学生在实践中提升科研技能；增强教师队伍

的信息化教学能力，确保教学与科研的同步发展；构建完善的科研支持平台，为学生提供必要的资源和

指导；着重培养学生的信息素养，使其能够熟练运用信息技术进行科研工作；此外，鼓励学生踊跃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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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科研竞赛和项目，以实际操作和团队合作为契机，全面提高本科生的科研创新能力和实践操作能力。 
本文以大学本科生为研究对象，通过发放调查问卷，了解目前会计类与信息技术类跨学科合作发展

程度，总结出现的问题及产生原因会计信息化对会计人员的职业素养产生了显著的积极影响。会计信息

化不仅提高了会计工作的效率和质量，而且促进了会计人员专业技能和综合素养的提升。同时，会计信

息化展现出极高的可用性和广阔的发展前景，其技术、规范和标准得到了良好的法律法规支持。展望未

来，会计信息化在会计领域的发展空间巨大，有望成为推动会计行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因此，进一

步加强会计信息化建设，对于提升会计人员职业素养和推动会计行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由于会计信息化是多个系统之间的协同工作，国家和行业对会计标准的完善程度较低，导致会计信

息化系统设计存在问题，同时也造成会计信息的不安全性。不同单位使用的会计软件设计标准不统一，

共享性差，很难为外界所利用。会计信息化发展在国内一直处于起步阶段，各地方会计信息化的发展水

平不一，大多处于初级阶段。技术投入、人员素质和管理等方面的限制，使得会计信息化发展缓慢。并

且会计信息化具有复杂的技术体系，对会计信息化的需求和理解还不够，需要更多地推广和宣传来普及

会计信息化的重要性及其应用领域。 

创新训练项目 

天津市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智汇会计：会计类在校生科研创新参与度调查与激励研究(项
目编号：202410069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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