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研究背景

新经济是一种知识经济、智慧经济，更是一种以数据为

基础的经济。新经济下互联网企业的优势是管理数字化，零

边际成本，这就使大规模的数据交换成为可能，促使新的商

业模式出现。“互联网+”就是在云计算、大数据和物联网等现

代信息技术发展的背景下，实现信息技术与市场、用户乃至

整个商业生态价值链的深度融合。分享经济、网络协同、免费

模式是新经济的特点。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智能制造，使业务

流程的成本降低，大大影响了管理会计的决策智能。管理会

计催生人才结构的变化，未来的会计人员更偏向于是管理人

员，他们来自“会计专业中 IT技术最好的人”和“IT专业中会

计最好的人”。

新技术的引入把管理会计和业务结合起来，影响了会计

业务处理的流程，解决了数据供给的问题，给信息使用者提

供了大量的管理数据，这种数据不是财务数据而是业务数

据。从数据着手就是大数据和物联网，落实到时代就是工业

4.0。工业4.0的出现更关注管理业务流程数据和价值增值，使

数字信息显性地表达出来，这种大数据对会计人员提出了新

挑战。传统会计人员处理信息主要依赖会计信息系统，“互联

网+”对会计人员信息资源整合提出了新要求，从传统的信息

生产者转向信息消费者。但是在转变的过程中，会计人员并

没有完全掌握对数据进行深加工的工具和方法，进而无法将

信息资源整合成有价值的信息，因此陷入“信息超载”的深

渊。“信息超载”并不完全由信息量过大引起，更重要的是会

计人员的信息胜任力没有达到信息化时代对会计人员水平

的要求。大数据环境下，如何使会计人员从信息生产者转变

为信息消费者，对会计人员的信息胜任力提出了挑战。

传统会计下，管理会计的职能定位侧重于对内管理，从

会计角度对企业经营活动进行监督、分析、评价、预测，提供

决策有用信息。现如今，管理会计的职能定位侧重于对外提

供信息。“互联网+”时代，如何发挥数据、信息资源的价值，都

需要管理会计人才的预测和规划。因此，管理会计的发展改

变了会计人才格局，推动了会计人员的转型，促使会计人员

提升其信息胜任力。

二、研究设计

笔者曾经提出：在“数据——信息——知识——智慧

——价值”的价值逐层提升体系中，从杂乱无章的数据到有

序的财务信息、整合的财务知识、集体的智慧直至最后实现

价值的过程，是会计人员深度思维加工的过程。从数据到信

息的转变是很重要的环节，但是数据本身并不能创造价值，

分析数据才能形成有效信息。面对如此庞杂的信息，会计人

员需要利用信息技术或者商务智能工具提高信息胜任力，这

样才能将信息转化为知识，形成智能。但是从知识到智能的

转变，往往需要 IT专业人员和业务人员的捆绑才能实现，有

一定的难度。所以现阶段，会计人员缺乏的是把数据转化成

信息的能力，就是信息胜任力。

1. 数据来源与问卷设计。国内目前还没有学者针对信息

胜任力开发研究模型，对该问题的研究尚处于探索或假设衍

“互联网+”驱动下

会计人员信息胜任力提升策略

【摘要】信息化时代，数据是企业重要的战略资源，会计人员把数据转化为前瞻性信息的水平直接影响企业的经营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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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阶段。Lyle M. Spencer（1989）按照工种细分，提出了基于不

同职业的360种综合的行为特征，而且建立了包括销售人员、

社区服务人员、技术人员、经理人员和企业家五大类的通用

胜任力特征模型。Assoc 和Watcrloo（1933）总结出基于管理

层群体的胜任力维度，包括行政管理、技术、概念技能与独创

性、领导、人际技能。Mirabile（1997）提出了基于职位高效、出

色工作绩效相关的知识、技能、能力和特征。本文在对胜任力

的相关理论进行调整和总结的基础上，分析了会计人员信息

胜任力的驱动因素，借鉴Mirabile提出的知识、技能，Assoc和

Watcrloo提出的人际、管理等个人特征，融入Lyle M. Spencer

的技术因素，通过在线问卷系统——问卷星对青岛市内民营

企业一线会计人员进行调查，共发放问卷150份，回收有效问

卷141份，问卷回收率94%。

调查问卷的内容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被调查者的

基本情况；第二部分是被调查者对会计人员信息胜任力重要

性程度的认识；第三部分是提高会计人员信息胜任力的策

略。其中重要性程度调查共设置了20个指标，分别是：X1=企

业会计准则；X2=会计相关业务知识；X3=信息技术知识；

X4=沟通交流能力；X5=适应变革的能力；X6=逻辑思维能

力；X7=信息化领导力；X8=信息判断与决策能力；X9=信息

整合能力；X10=信息化战略思维；X11=信息创造力；X12=人

脉资源；X13=信息风险控制；X14=熟悉新经济和互联网环

境；X15=独立、客观、公正；X16=社会责任感；X17=职业谨

慎；X18=大数据处理能力；X19=自包能力；X20=商务智能

工具。问卷中有关信息胜任力要素的选择题采用 5级李克特

量表，根据选项“非常重要、重要、一般、不重要、非常不重要”

分别赋予“5分、4分、3分、2分、1分”，并使用 SPSS 22.0软件

对数据进行录入和分析，包括数据导入、因子分析和描述性

统计，提取影响信息胜任力的关键因子。

2. 因子分析。因子分析是降维所采用的主要方法之一，

基于对原始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内部结构的研究，通过导出

非观测综合变量去描述原始的多个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为

了判断问卷中20个指标是否可以进行因子分析，我们对样本

进行了KMO检验和Bartlett球形度检验（检验结果见表 1），

两者结果都很显著。KMO值为 0.946，Bartlett球形度检验的

统计量为 3550.618，显著性水平为 0.000（<0.001），说明各因

子之间有显著的相关性，且因子与信息胜任力有较高的一致

性，可以进行因子分析。

其次，进行因子提取。表 2是因子贡献率的结果。该表左

侧部分为初始特征值，中间部分为提取主因子结果，右侧部

分为旋转后的主因子结果。为了确定可解释方差的因子数，

本文以特征值大于 1的原则并结合碎石图确定因子个数，共

提取 6 个因子，并且 6 个因子的特征值总和占总特征值的

83.331%。总体上，原有变量的信息丢失较少，因子分析效果

较为理想。因子旋转后，没有影响原有变量的共同度，但改变

了各因子的方差贡献，从而更容易理解因子。

为了确定 6个公共因子分别由哪些指标构成，我们对因

子载荷进行方差最大化正交旋转，旋转后的成分矩阵如表 3

所示。通过表 3不难发现，X18、X19、X20在第一个因子上有

较高的载荷，F1主要解释了这几个变量，可解释为会计人员

的信息技能；X15、X16、X17在第二个因子上有较高的载荷，

F2主要解释了这几个变量，可解释为会计人员的专业品质；

X8、X9、X10、X11在第三个因子上有较高的载荷，F3主要解

释了这几个变量，可解释为会计人员的信息寻求能力；X1、

X2、X3在第四个因子上有较高的载荷，F4主要解释了这几个

变量，可解释为会计人员的专业知识；X4、X5、X6、X7在第五

个因子上有较高的载荷，F5主要解释了这几个变量，可解释

为会计人员的个人魅力；X12、X13、X14在第六个因子上有

较高的载荷，F6主要解释了这几个变量，可解释为会计人员

的外部资源。

表 1 KMO检验和 Bartlett检验

表 2 解释的总方差和

取样足够度的KMO度量

Bartlett球形度
检验

近似卡方

自由度

显著性

0.946

3550.618

351

0.000

成
分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初始特征值

合计

11.897

1.871

1.063

0.801

0.648

0.556

0.471

0.404

0.369

0.348

0.330

0.289

0.251

0.235

0.227

0.203

0.160

0.146

0.121

0.112

方差
的%

56.651

8.911

5.060

3.814

3.085

2.649

2.242

1.922

1.758

1.633

1.572

1.377

1.197

1.117

1.080

0.968

0.760

0.698

0.576

0.533

累计
%

56.651

65.562

70.622

74.436

77.521

80.171

84.960

86.882

88.640

89.732

90.212

93.072

94.269

95.386

96.466

97.434

98.194

98.891

99.467

100.000

提取平方和
载入

合计

11.897

1.871

1.063

0.801

0.648

0.556

方差
的%

56.651

8.911

5.060

3.814

3.085

2.649

旋转平方和载入

合计

3.617

3.183

2.658

2.370

2.221

2.190

方差
的%

23.223

15.156

12.659

11.287

10.575

10.431

累计
%

23.223

38.379

51.038

62.325

72.9

83.331

□·20·财会月刊2016.23

□改革·发展



三、结论及分析

1. 信息技能因子解释了原有变量总方差的 23.223%，是

影响会计人员信息胜任力的主要因子。大数据、云计算、工业

4.0被视为企业独特的、难以被快速模仿的优势资源。基于大

数据的分析可以精确寻找客户的痛点，及时调整产品布局。

工业4.0更被视为一种新的商业模式，颠覆了整个产业结构。

特别是通过信息技能揭示数据背后的秘密，挖掘大数据隐含

的信息，延伸了信息胜任力的内涵，更加深化了信息胜任力

的管理理念。同时，对特定数据进行处理，使信息转化为显性

知识，能增强企业的竞争优势。大数据处理真正的含义不在

于掌握足够多的数据，而在于怎样提高数据的利用率，通过

“加工”，实现数据的增值。随着云计算、云化的提出，拥有大

数据处理技能是应对信息化挑战的利器。本文的调查数据多

数来自企业会计从业者，他们更倾向于在商业环境中提升自

己的数据处理技能，增强自身的竞争力。因此，数据处理能力

与方法、商务软件的运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会计人员的信

息胜任力。

2. 专业品质因子解释了原有变量总方差的 15.156%，是

影响会计人员信息胜任力第二重要的因子。由数据可看出，

专业品质的重要性仅次于信息技能，位列第二位，充分说明

会计从业者职业操守的重要性。会计从业者不只是职业行为

主体，也是会计职业道德的实际践行者。金融会计行业中存

在不为人知的“灰色地带”，更需要从业者时刻鞭策自己，坚

持诚信、客观、公正的原则。互联网共享经济使信息分享成本

很低，但企业也面临着信息泄露的风险。这就要求会计人员

具有社会责任感，守住职业道德的底线，保持职业谨慎。专业

品质作为信息胜任力的重要支柱，其重要性也备受会计人员

关注。

3. 信 息 寻 求 能 力 因 子 解 释 了 原 有 变 量 总 方 差 的

12.659%，是影响会计人员信息胜任力第三重要的因子。信息

寻求能力主要包括信息判断与决策能力、信息整合能力、信

息化战略思维、信息创造力。前两个能力是基本技能，在这里

不再赘述。在走向国际化的背景下，优秀的会计从业者更应

该具备信息化战略思维和信息创造力。企业信息化战略思维

配合企业战略规划进行构筑。现在的企业面临着全球化、知

识化以及包括互联网在内的信息化的迅猛发展，而且信息化

已经覆盖了企业的研发、生产、销售、售后平台，因此会计人

员必须树立信息化战略思维，跟踪信息化在企业管理中的应

用，发挥信息创造力，开发有价值的信息资源并应用于实践。

4. 专业知识因子解释了原有变量方差的 11.287%，是影

响会计人员信息胜任力第四重要的因子。从较长时期来看，

传统会计发展趋势是从财务报告到完整性财务报告，完整性

财务报告既包括财务数据、结构化数据，也包括非财务数据

和非结构化数据，而核心是披露公司战略、竞争对手状况、价

值增值等非财务和非结构化的数据，这对会计人员的专业知

识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同时，具备专业知识也是进入会计领

域最基本的条件，会计从业者都应当具备，也就显得不是那

么重要。所以专业知识因子影响力虽然表面上看不重要，实

则是一把开启数据之门的钥匙。

5. 个人魅力因子解释了原有变量方差的 10.575%，重要

性居于第五位。信息化时代，一切都在变，但人依然是最重要

的资源，积极激发会计人员适应变革的能力、融于和应用信

息化的胜任力，以更好地迎接信息化的挑战。

6. 外部资源因子解释了原有变量方差的 10.431%，重要

性居于第六位。一名优秀的会计从业者会有很多优秀的人无

私地提供帮助，这就是无形的外部资源。外部资源看似解释

能力比较弱，但是一旦信息化进入稳定发展阶段，会计人员

对时局的把握及其拥有的人脉资源必定在企业经营发展中

发挥重要的作用。

四、会计人员信息胜任力提升策略

大数据受到企业的广泛关注，有些学者甚至提出把大数

据、信息资源等确认为企业的资产，部分企业把信息资源置

表 3 旋转后的成分矩阵

影响因素

企业会计准则（X1）

会计相关业务知识
（X2）

信息技术知识（X3）

沟通交流能力（X4）

适应变革的能力
（X5）

逻辑思维能力（X6）

信息化领导力（X7）

信息化战略思维
（X10）

信息判断与决策
能力（X8）

信息整合能力（X9）

信息创造力（X11）

人脉资源（X12）

信息风险控制（X13）

熟悉新经济和
互联网环境（X14）

大数据处理能力
（X18）

自包能力（X19）

商务智能工具（X20）

独立、客观、公正
（X15）

社会责任感（X16）

职业谨慎（X17）

成分

1

0.313

0.200

0.335

-0.661

-0.763

-0.794

-0.615

0.392

0.491

0.377

0.336

0.256

0.371

0.238

0.500

0.834

0.660

0.273

0.167

0.252

2

0.314

0.385

0.245

-0.220

-0.303

-0.234

0.107

0.278

0.190

0.112

0.468

0.022

0.359

0.148

0.444

0.203

0.334

0.749

0.820

0.830

3

0.270

0.214

0.069

0.125

-0.224

-0.299

-0.405

0.591

0.526

0.640

0.602

0.188

0.156

0.232

0.220

0.197

0.278

0.188

0.105

0.181

4

0.650

0.770

0.552

0.175

0.135

-185

-0.166

0.161

0.347

0.362

0.080

0.113

0.054

0.306

0.338

0.123

0.312

0.351

0.152

0.259

5

0.247

0.140

0.328

0.338

0.190

0.235

0.202

0.158

0.034

0.178

0.207

0.165

0.268

0.403

0.250

0.204

0.205

0.124

0.283

0.163

6

-0.003

0.146

0.310

-0.313

-0.261

-0.063

-0.337

0.455

0.347

0.320

0.172

0.827

0.674

0.646

0.357

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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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战略地位。但是从企业管理来看，人们对会计人员的认识

仍停留在核算层面，针对会计人员的信息胜任力评价尚未开

展，同时在理论方面，缺乏专业的信息胜任力评价标准和指

标体系，使得信息胜任力的考核指标无法运用到实践。因此，

信息胜任力研究仍然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本文的调查问卷

对会计人员信息胜任力提升所依赖的要素进行了设计，具体

项目及数据如表4所示。笔者根据问卷调查结果，对会计人员

信息胜任力的提升提出相应策略。

1. 重视会计人员的“自包”能力。会计人员对具备会计和

IT业务处理能力这一策略支持率为51.77%。举一个很现实的

例子，为什么企业引进ERP不成功？主要是会计人员懂业务

但是不懂信息技术，IT人员熟悉信息技术但是不懂会计业

务，那么这个企业就无法顺利推进信息化与业务的融合。移

动互联网时代，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工业4.0等无不强调

信息技术的重要性。资源整合、协同共享、智能制造等互联网

时代创新模式对会计人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会计人员必须

树立跨界创新的思想，以应对时代和业务流程模式的创新，

由此笔者提出了“自包”会计人的理念，以期能够不断丰富会

计人员职能的内涵和外延。

“自包”能力是指由企业信息系统的使用人员（最终用

户）在完全独立或在信息技术人员的帮助下，根据自身工作

的需要，使用第四代计算机软件工具为企业开发各种应用型

信息系统的能力。在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企业获取数据的

时间更短，速度更快，基于互联网的共享经济下数据获取成

本更低。会计人员在决策中面临着信息资源整合、信息知识

转换等要求，这无疑对会计人员的技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单纯依赖既定财务软件难以提供及时、全面、完整的财务信

息，商务智能软件的云集，使生成财务信息的手段更灵活。而

会计人员对精通商务智能软件策略的支持率仅为37.59%，说

明大多数会计人员没有充分认识到商务智能软件对会计信

息处理的辅助作用。因此会计人员更应该重视“自包”能力，

利用商务智能工具对企业数据进行二次开发和利用。掌握商

务智能软件的“自包”能力，对数据进行多维度挖掘，将数据

分析过程模型化，可以帮助会计人员更好地提高信息的利用

效率，实现对数据的多维动态分析。同时，信息技术对数据的

可视化展现可帮助管理层更好地理解大量的财务数据，为及

时作出正确的决策提供业务和技术支撑。

2. 提高会计人员的信息创造力。会计人员对思维转变策

略的支持率最高，为76.6%，这说明当前会计人才培养急需转

变管理理念，培养具有创造力的人才。众包、零边际成本、免

费等这些词汇都凸显了管理会计的决策功能，社会对高水平

“管理型”会计人才的需求很大，这不仅要求从业者精通会计

知识，还要精通 IT、管理、服务领域知识。因此，会计的人才结

构出现短板，要提高会计人员信息胜任力，更应该提高其信

息管理能力。笔者所提出的信息管理能力主要指信息创造

力。费得里克·阿恩提出，创造力=人×（信息+知识）。应用到

会计领域，信息创造力就是会计人员以一种新的、突破性的

方式将信息和知识结合的过程。

图 1展现了会计数据创造价值的轨迹，从数据到信息的

转化只是价值传递的初级阶段，而从信息到知识的转化是信

息流、知识流的转化，是价值传递的高级阶段，这一阶段依赖

的就是信息创造力。

传统会计人员习惯于整理凭证、核算账簿，往往缺乏信

息创造力。信息创造力并不复杂，只要你拥有知识和信息，把

两者有机结合起来，创造就有可能随时发生。企业需要的不

仅是一个熟练的会计核算人员，而且是会计和财务部门的管

理者、领导者。基于信息整合和战略思维，信息创造力要求从

业者由“要我提供”向“我要提供”转变，主动思考可以提供哪

些创造性的信息，哪些信息更益于企业价值获取，实现信息

需求者和信息提供者的交流互动。将这种众包的理论运用到

财务组织模式的变革上，通过建立财务族群，构建信息提供

者、会计人员、信息使用者和外部咨询顾问共同参与完成，能

选项

会 计 人 员 角 色 转
变：管理型人才

企业业务、财务系
统改进

提升会计人员自身
专业知识水平

思维转变：信息管
理能力

熟悉互联网和新经
济环境

精通商务智能软件

具备会计和 IT 业
务处理能力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小计

102

69

95

108

45

53

73

141

比例

72.34%

48.94%

67.38%

76.6%

31.91%

37.59%

51.77%

表 4 会计人员信息胜任力提升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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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会计数据创造价值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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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多方的、全程互动的财务组织模式，达到提高会计人员

信息创造力的目的。

3. 提升会计人员的专业知识水平。会计人员对提高自身

专业知识水平这一策略的支持率为67.38%，没有完备的专业

知识，就不能成为合格的会计人员。但是知识经济时代，“互

联网+”将互联网的创新成果与会计行业深度融合，这就要求

会计人员不仅要具备本专业知识，还要拥有更广泛的以互联

网、大数据为基础的信息技术知识。目前我国持有会计证的

人员约为 1600万人，其中 28%没有在会计岗位上工作或失

业，其他72%的在岗会计人员人均年收入不到5万元。会计队

伍虽然很庞大，但是从业人员综合素质低，精通计算机、档案

学及相关跨学科知识，具有较广博的网络文化背景知识的从

业者更是稀缺。新形势下，提升会计人员专业知识水平要打

通学科障碍，数出一门，让信息技术发挥更大价值，从而激

发会计管理模式乃至管理思维的不断创新。因此，会计人员

应该打造以本专业知识为基础，以博促专、以专取博的知识

结构。既要学习以会计、财务管理、内部审计为主的专业学科

基础知识，也要学习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管理技能、法律法

规等学科拓展知识。在工作中，更要逐步积累会计经验和实

务资料，对新的交易和事项要能够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具

有预见力。“互联网+”改变了会计服务业价值链的价值分布，

经济业务日趋复杂，新的商业模式和生产组织方式出现，对

会计人员的胜任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会计人员需要认真

学习专业知识及相关学科知识，紧跟时代的步伐，及时更新

知识。

4. 发展会计人员的外部资源。会计人员对熟悉互联网和

新经济环境策略的支持率仅为31.91%，说明基层会计人员对

互联网重要性的认识不够，“互联网+”会计尚在推广期，可利

用性有待提高。其实会计行业经历了从“+ 互联网”到“互联

网+”的转变过程，这一转变不单单是网络技术的转型升级，

更是会计行业在产业模式、组织结构、思维、理念等诸多方面

的综合转型。新经济和互联网发展对会计行业既是机遇，也

是挑战。首先，“互联网+”使企业会计将物流、信息流、资金

流有机地融为一体，以大数据平台为支撑，实现了无缝衔接

的一体化流程服务，新经济与会计行业的深度碰撞，形成了

更广泛的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和创新要素的行业新生态。与

此同时，会计人员面对信息冗杂的问题，应对网络会计信息

进行“过滤”，确保会计信息真实可靠。依托信息技术、云计算

和大数据的开放性财务共享服务平台虽然实现了“协同业

务、集中管理”，但是也要注意保护企业财务机密信息。而且

会计服务日益众包化，这种分散而又分享的经济形态虽然能

有效配置会计资源，但是使会计数据传播和分享的速度更

快，这就要求会计人员时刻关注新经济和互联网，做好信息

风险把控。

5. 实现会计人员的角色转变。会计人员对角色转变、塑

造管理型人才策略的支持率为72.34%，说明互联网改变了人

们的生活，对经济、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而会计又是社会环

境的产物，时代进步、经济发展对会计人员角色定位的要求

不断演进、提升。会计人员角色变迁过程如图2所示：

在社会发展的初级阶段，会计人员主要负责记账、算账

和报账等基础性会计工作，兢兢业业地对原始票据、账簿的

合法性、合规性进行审核，以做到账账、账证、账实相符。会计

实务就是在这种琐碎性、重复性的工作中总结规律、寻找技

巧发展起来的。会计电算化时代，会计人员逐渐解放双手，具

备了基本的软件操作能力，依赖电算化系统进行凭证的录入

和审核。会计人员能够迅速掌握新技能，凭借前期积累的经

验，通过监督和检查、应用核算技能，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核算

办法、设计可操作性流程。现如今，社会已经全面步入信息化

时代，“数据等于资产”，会计人员应该管理好数据这笔资产，

让它转化成价值，这对会计人员的信息胜任力水平是一个考

验。在未来，会计人员需要做全局性的战略部署，发挥信息战

略与生产战略、销售战略、研发战略、人力资源战略的协同效

应，提供前瞻性的信息支持高层管理者决策，辅助企业制定

战略规划，实现企业价值链各环节的增值，使企业吸引更多

的潜在投资者。虽然管理层可以直接在电脑上获取部分决策

信息，但在信息运用上仍需依赖会计人员的精准分析和解

读，所以会计人员担任的是业务伙伴的角色，真正促使知识

向智能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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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会计人员角色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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