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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可持续发展与普及应用，现代企业财务管理工作逐步向信息化、智能化、数据化发展，不仅可以有

效提升财务管理工作的实效性，而且能够依托数据分析与智能服务，为企业提供决策指导，助推企业高效发展。本文

即以现阶段计算机技术在企业财务管理的应用问题为出发点，深入探讨计算机技术在企业财务管理的应用策略，并充

分发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优势，构建新时代企业财务管理智慧工作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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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With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widespread application  of  computer  technology, modern 

enterprise  financial management  is  gradually moving  towards  informatization,  intell igence,  and 

dataization.  This  not  only  effectively  improves  the  effectiveness of  financial management work, 

but  also  relies on data analysis and  intelligent  services  to  provide decision-making guidance  for 

enterprises and promote efficient development. This article  takes  the current application of computer 

technology  in enterprise  financial management as  the starting point, deeply explores  the application 

strategies  of  computer  technology  in  enterprise  financial management,  and  fully  leverages  the 

advantages of cutting-edge technologies such as big data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construct a new 

era of intelligent work paradigm for enterprise financial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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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境遇脉络：计算机技术在企业财务管理的应用

问题

随着财务管理信息化系统的持续推广，目前大多数企业已经

建立起完善的企业财务管理系统与平台，为企业财务管理工作提

供了便捷服务。但随着各项技术的持续升级发展，企业财务管理

中应用计算机技术时面临的问题也在不断更新，并总体暴露出以

下几个方面的不足。

（一）远程协同管理缺失与信息孤岛问题

部分企业由于资金投入不足或重视度较低，在企业财务管理

系统构建时采取本地化办公模式，这就导致异地分支机构或者出

差员工无法通过网络平台完成相关的数据共享或财务管理工作，

比如预算审批、报表合并等，需要以来人工传递相关表格与数

据，从而导致相关工作与决策存在滞后，严重影响企业的运营与

随着市场竞争激烈化角逐，财务管理工作模式优化成为企业提高经济效益、降低成本支出的重要手段。面对计算机计算的普及应

用，企业不仅要全面构建财务信息管理系统平台，更要发挥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优势，建立以数据策略为支持、以智能服务为

依托的财务管理模式，进而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管理进程。造成远程协同缺失与信息孤岛问题的原因主要存在三

个层面，一是企业自身关注度不足，未能投入资金进行优化建

设；二是企业采用的财务软件仅具有单一账务功能，无法实现云

端协同与联网操作；三是部分企业在系统构建过程中未能统一数

据标准、系统接口等关键要素，比如 ERP 与税务系统数据无法

互通，又或者采购系统与财务系统数据割裂，进而导致“信息孤

岛”出现 [1]。

（二）数据安全风险与系统脆弱性问题

对于企业而言，财务数据是极其重要的保密信息，但计算机

技术支持下的财务管理系统平台往往需要联网使用，这就使得大

量财务数据暴露在网络环境下，一旦财务数据库收到黑客攻击，

财务数据、客户信息等均容易发生泄露问题，进而为企业造成巨

额损失。该类问题出现的主要原因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企业自

身未能建立完善的安全防护机制，比如在本地服务器存储中，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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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建立备份机制；在账号管理中，未能分级设置权限，甚至多部

分采用同一系统账号；在操作日志中未能建立追踪功能等、二是

企业未能采用先进的防火墙、数据加密等技术，导致服务器系统

防护能力较差 [2]。

（三）财务流程自动化程度不足问题

在企业财务管理工作改革升级中，传统财务会计岗位逐步向

管理会计发展，而具有重复性操作的工作内容逐步由计算机财务

系统或人工智能软件辅助完成。但目前部分企业并未推动财务流

程的自动化发展，一方面需要繁琐的人工干预操作，尤其在发票

录入、银行对账等环节中，必须由人工完成操作，甚至在数据报

表核对中，也需要人工确认，导致工作流程延长且效率低下 [3]。另

一方面，企业对于管理会计的支持度不足，财务人员的数据分析

能力、机器学习应用技能、财会算法掌握等能力不足，无法根据

财务数据进行分析预测，也无法为企业提供必要的决策支持 [4]。

（四）大数据整合不足与AI 模型训练数据质量低下

现阶段大数据技术与财务会计管理工作的融合不断深化，但

部分企业缺乏大数据整合能力，导致 AI 模型训练数据质量低下，

从而无法发挥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的智能分析与辅助优势。对

于企业而言，一方面其积累了大量的财务数据，但由于前端工作

不到位，导致数据分散在采购、销售、生产等不同部门，而不同

部门的数据缺乏统一标准，导致大数据系统无法快速整合分析相

关数据内容 [5]。另一方面，部分企业也面临着技术瓶颈问题，比如

各个部门之间未能建立协同共享机制，无法实现数据系统的融合

应用。又比如在原始数据方面由于各部门审核要求不同，导致部

分数据缺乏完整记录，甚至存在错误数据，使得 AI 模型训练效果

不佳 [6]。此外还面临着 AI 算法可解释性差与决策信任危机，比如

AI 模型缺乏透明度，复杂神经网络难以追溯关键决策节点；又比

如 AI 模型未能与企业行业特性进行综合，使得业务适配性差。

二、解构再生：计算机技术在企业财务管理的应用

策略

（一）构建云端协同平台与集成化系统

针对远程协同与数据孤岛方面的问题，企业应推进云端协同

平台与集成化系统建设，以此通过统一平台整合财务数据，实现

各部门信息协同共享效果。

从技术层面分析，企业可以部署 SAP S/4HANA 等集成化

ERP 系统，通过财务网络平台的一体化建设，确保采购、生产、

销售与财务等部门之间的协同关系，并实现多部门财务模块数据

的共享，达到全链路自动化工作效果 [7]。首先，基于云端协同平

台与集成化系统可以构建统一的财务信息底座。比如在生成采购

订单后，系统可以自动触发库存更新与应付账款核算，并将销售

订单同步到财务模块，当订单完成后即可自动实现收入确认。其

次，通过 ERP 系统还可以驱动端到端流程重构。比如在采购环

节，可以实现“采购申请→订单生成→供应商协同→发票核对”

的闭环管理，并在三单匹配环节减少人工干预需求，以此降低报

销周期 [8]。在生产与财务的联动过程中，生产工单数据可以根据系

统设定自动触发成本分摊机制，从而实时提供标准成本与实际成

本数据，并给出相应的分析结论。此外，在销售回款环节，还可

以通过系统自动跟踪订单的状态变化情况，由此触发应收账款数

据更新，甚至还可以驱动信用管理模块，发出自动催收提醒 [9]。

（二）强化数据安全防护与灾备机制

针对数据安全问题，企业应通过两个层面的技术路径建立安

全防护与灾备机制。其一要采用加密与权限管理机制，通过区块

链技术为财务数据提供分布式存储与加密传输服务，提高数据信

息传输的安全性。另一方面则要建立多层备份策略，在本地服务

器与异地云存储分别建立备份方案；同时还应运用人工智能系统

智能识别和检测网络异常数据，以此达到预警和预防入侵行为的

效果。当防护系统识别到入侵问题时，则要立即发出预警并自动

切断网络，以此做到保护企业财务数据的目的和效果。

从企业内部来说，则要建立完善的安全防护体系。一要建立

账号分级与权限制度，根据生产、销售、采购、财务等部门工作

内容差异，为员工账号设置不同的操作权限；在同一部门内，则

要根据岗位级别进行权限分类，以此提高数据信息的保密性 [10]。

二要建立数据信息操作规范，尤其在处理或分析较高机密等级的

财务数据时，应确保至少两名同等级员工共同操作，并安排一名

审核人员负责监督 [11]。三要定期开展员工培训工作，除了提高财

务人员的数据素养、信息素养外，还应强化安全防护教育，提高

员工的安全意识。

（三）引入AI 与大数据驱动智能财务

针对财务流程自动化程度不足的问题，企业应推动 AI 与大数

据技术在财务管理工作中的应用，并以此构建智能财务系统。

首先，企业应运用 RPA 机器人并实现流程自动化目标。比如

在智能财务系统重部署 UiPath 机器人，通过该智能机器人即可替

代员工自动处理发票检验、银行对账等具有重复性的财务工作，

同时还能减少人为操作的失误率 [12]。其次，企业可以充分发挥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便捷服务功能，提高财务管理工作的效率与质

量。比如在财务文档处理中，可以借助 Deepseek、Chat-GPT-4

等软件自动生成财务分析报告、招股说明书等，以此降低财务报

告的编制时间，同时也能通过人工复核确保其文档合规 [13]。

（四）构建多源数据融合平台与高质量训练数据集

针对训练数据集质量较低的问题，企业则要构建多源数据融合

平台。其一要建设数据中心，通过湖仓一体化架构实现结构化与非

结构化数据统一存储，确保企业所有财务数据的统一采集与整合分

析 [14]。其二要建立财务数据治理规范，形成统一的数据清洗规则，

包括字段校验规范、异常数据剔除标准等。在此基础上还可以通过

分布式计算处理方案，提高训练数据集的质量。其三可以开发可解

释性 AI 与行业垂直模型。比如在财务报告审计追踪工作中，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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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决策可视化工具优化风险预警模型，以此提高追踪效率 [15]。又

比如可以构建行业知识图谱，将会计准则、供应链特征等领域知识

融入大模型，从而达到数据领域的垂直化控制。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随着计算机技术领域下前沿科技的快速发展与应

用，企业财务管理工作的发展趋势逐步向自动化、数据化、智能

化发展。企业要想持续提升自身竞争力，获得更好的市场，就必

须从财务管理工作入手，通过全面构建智能财务管理机制与系统

平台，推进企业财务会计向管理会计模式发展，以此达到提升财

务管理质量与效率的目的，并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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