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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数字经济与产业智能化转型的加速推进，财经领域对具备数字化素养、复合型技能及现场问题

解决能力的“现场工程师”需求日益迫切。然而，职业院校财经专业在人才培养过程中难以满足现实需求，仍存

在产教融合深度不足、实践课程同质化、评价体系滞后于岗位需求等问题。本文基于产教融合与项目化教学理念，

结合大数据背景下的技术变革特征，提出“四维协同”培养路径。以产教融合共建实践平台为基础，以分层项目

化课程体系为核心，结构化师资团队为支撑，动态评价与就业联动为保障。提升学生岗位适配性、缩短校企供需

差距中的有效性，为财经类现场工程师培养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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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talent cultivation paths for field engineers in financial and economic majors at vocational coll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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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accelerated advance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industrial intelligent transformation, the 
financial sector has an increasingly urgent demand for "on-site engineers" equipped with digital literacy, interdisciplinary 
skills, and problem-solving capabilities in real-world scenarios. However, vocational colleges face challenges in cultivating 
such talents within their finance-related programs, including insufficient depth in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homogenized 
practical curricula, and evaluation systems lagging behind job requirements. Based on the concepts of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and project-based teaching, combined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echnologic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big data era, 
this paper proposes a "four-dimensional collaborative" training pathway. This approach establishes an industry-education 
collaborative practical platform as the foundation, a hierarchical project-based curriculum system as the core, a structured 
teaching team as the support, and dynamic evaluation with employment linkage as the safeguard. It aims to enhance students' 
job adaptability, narrow the supply-demand gap between schools and enterprises, and provid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references for cultivating on-site engineers in finance-related fields. 

【Keywords】  Vocational colleges; Finance-related majors; On-site engineers;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Project-based curriculum 

 
引言 
大数据信息技术变革亦带来人才需求的变化。伴

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

调整不断加快，企业的运行方式和场景出现了巨大变

化，对人才的职业素养、动手能力和知识结构提出了新

要求。现如今，业财一体信息化、云计算技术、大数据，

AI 等技术已经改变了财经行业的生态格局，企业财务

流程自动化、智能风控系统应用、业财一体化管理等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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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也对人才能力提出新要求：既需掌握会计核算、税务

筹划等传统技能，又需具备数据分析、信息化能力、流

程优化及跨部门协作能力。此类复合型人才被定义为

“财经专业现场工程师”——能够深入业务一线，运用

数字化工具解决实际财务数据问题的技术技能型人才。 
然而，职业院校作为技能人才的培育摇篮，对于市

场需求的现场工程师培养仍面临三重困境：其一，课程

体系偏重理论，实践教学与企业真实场景脱节；其二，

多数院校校企合作流于表面，缺乏共建课程与长效互

动机制；其三，评价标准单一，难以反映岗位动态需求。

基于市场调研及南京工程学院、浙江金融职业学院等

院校的实践经验，结合财经行业特性，本文将系统探讨

职业院校财经专业现场工程师的培养路径。 
1 财经专业现场工程师的内涵与培养需求 
1.1 内涵界定 
早在九十年代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罗伯特·卡普

兰博士就提出“现在是生产工程师和会计师通力合作，

利用高技术的自动化系统，及时收集和处理数据，迅速

进行财务分析和作出决策的时候了。”中国商飞上海飞

机设计研究院在 2013 年建设了成本工程师团队，其作

用是将懂业务的技术人员培养为成本工程师，对成本

控制前置至设计环节，推行飞机的全寿命周期成本管

控，创造了很大经济价值。余永红等（2017）提出地方

财经类高校的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必须为区域的经济

发展，为地方培养优秀素质的工程应用型人才作出贡

献。陈虎（2021）提出财务工程师是企业财务信息化建

设者，基于业财融合一体化的视角设计并实施企业财

务信息系统的建设与优化。 
财经专业现场工程师是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培养的

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探索财经专业现场工程师的人

才培养改革策略，为职业院校更好加快培育财经专业

现场工程师提供指引和实践路向。经项目组对陕西省

能源化工领域、装备制造领域、航空航天领域、新材料

领域、电子信息领域等选取 30 家代表性企业、400 余

名财经专业毕业生开展调研，对调查结果进行整理和

汇总，发现其能力结构呈现“三维融合”特征。 
技术操作维度。越来越多的企业要求毕业生大数

据处理工具。其中最希望财经人才掌握 Python，其次

是 SQL、RPA,另外企业也希望财务人员掌握 BI、SPSS、
R 语言等数据处理工具。由此可见，培养高质量的复合

型创新人才是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举措。既具备业

财一体的信息化能力、云计算技术、大数据收集挖掘分

析能力技术财经人已成为新趋势。 

业务流程维度。在针对岗位专业能力需求现状展

开全面调研后，发现传统的会计核算与报表分析能力

在众多能力需求中占据显著地位，其次税收核算与筹

划能力也备受企业重视，要求能够准确计算企业应纳

税额并要善于依据企业的经营特点与战略规划进行税

务筹划，优化企业的税务结构，提升企业的经济效益与

市场竞争力。财务管理能力、数据分析与处理技能、财

务软件应用能力、成本管理能力等都是企业看重的业

务技能，他们需要财经人才深入企业生产与运营现场，

精准识别成本驱动因素，通过优化业务流程、合理配置

资源以及实施成本控制策略等手段，实现对企业成本

的全方位、全过程管理，从而有效降低企业运营成本，

提高企业的成本竞争力。 
素养创新维度。在众多素质素养类别里，职业素质

被企业视为最为重要的方面。这充分表明在企业的运

营与管理过程中，员工的职业素养直接关系到工作的

质量与效率，以及企业整体的形象与声誉。其次健康的

身心状态是员工能够持续高效工作的基础保障。具备

良好政治素质的员工往往能够更好地理解与遵循国家

相关政策法规，使企业运营在合法合规的轨道上稳步

前行。创新创业素质与人文素质也在当今竞争激烈且

注重多元发展的商业环境中日趋重视，员工的创新能

力有助于企业开拓新的业务领域与发展模式，而人文

素养则有利于营造积极和谐的企业文化氛围。 
1.2 行业需求分析 
根据《2024 年财经行业人才白皮书》显示，85%的

企业认为传统财务人员难以满足数字化转型需求，急

需既懂财务又熟悉技术的“现场工程师”，在智能制造

企业中，需通过实时数据分析优化供应链成本；在电商

平台，需构建动态财务模型以应对促销活动的资金波

动[1]。此类岗位要求学生具备“技术+业务”的双重素

养，而现有职业教育体系对此支撑不足。 
根据对陕西省企业的调研数据显示，68.5% 的企

业存在数字化财经人才缺口，特别是智能制造领域和

电子信息行业。典型岗位需求呈现技术复合化、场景实

战化和服务前置化的特征，尤其是中大型企业招聘财

经人才时会要求掌握数据分析能力，其他希望能够通

过现场工程师测算帮助企业优化企业成本费用、完成

新产品线可行性分析、成本管理前移、实现全寿命周期

成本管控等。 
然而当前职业教育存在显著结构性矛盾，按照目

前的课程设置和培养体系难以满足财经现场工程师培

养要求，现有课程体系中传统核算类课程仍占较大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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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而智能财务、大数据分析等前沿课程开设比例偏低，

难以满足数字化转型需求。毕业生工具应用能力与企

业需求存在明显差距，特别是 Python 等高级工具的

掌握率仍有较大提升空间。这种技术与业务能力的双

重欠缺，制约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推进速度，亟需通过

产教融合构建新型培养体系，实现课程内容与职业标

准对接、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 
2 财经专业现场工程师培养的现实阻滞 
2.1 产教融合“表面化”困境 
校企合作机制尚未形成良性互动，多数合作停留

在协议签署层面，缺乏实质性协同育人举措。大量高职

院校与企业签订的合作协议中，仅有极少数涉及课程

开发、实训基地共建等核心环节。在实训资源建设方面，

多数院校仍以传统手工账套、传统会计核算软件、基础 
ERP 操作为主，智能财务共享服务中心、RPA 机器人

实训系统等数字化教学设施配备不足，难以支撑业财

融合场景的实践教学需求。企业导师参与教学的深度

和广度均有待提升，多数企业导师仅承担讲座、答辩等

辅助性工作，真正参与课程设计、项目指导的比例较低。

以某装备制造企业与高职院校的合作为例，双方虽建

立合作关系多年，但企业导师从未参与过专业课程建

设，学生到企业实习也多以参观、观摩为主，无法接触

真实业务场景[2]。这种浅层合作导致人才培养与产业需

求出现结构性脱节，毕业生在 Python 等数字化工具

应用、智能制造全流程成本管控等核心能力方面明显

不足，难以适应企业数字化转型需求。 
2.2 课程体系“同质化”积弊 
当前的课程设置存在明显问题，过于注重核算而

轻视分析，财务会计课程、 ERP 基础操作占了很大比

重，而像大数据财务分析、Python 应用、智能财务共

享、大数据风控这样的前沿课程却很少，而且即使有代

课老师也多半不懂财务，无法把技术与专业有效融合[3]。

在教学安排上，理论教学占比偏高，实践教学中大多是

基础税务申报等低层次的操作，高阶的实践项目很少。

课程项目设计也缺乏层次感，大部分实践项目都集中

在核算层面，涉及业财融合场景的高阶实训项目少之

又少。这种同质化的培养模式导致毕业生在业财融合

岗位上的适应能力不强，比如某电子信息企业反映，新

入职的毕业生中很多都不能独立完成供应链成本分析

工作[4]。 
2.3 评价机制“静态化”缺陷 
评价体系存在诸多问题，考核内容主要围绕会计

分录、报表编制等传统技能，而企业比较关注的数据分

析能力、工具应用能力等却没有被纳入核心考核范围。

评价方式也比较单一，很多院校还是采用标准化试卷

进行考核，理论内容占 90%以上，缺乏对真实业务场

景的模拟[5]。企业现实需要的实时财务风险预警能力、

大数据分析能力，在院校的考核中很少出现。此外，评

价结果和职业发展没有关联，很多院校没有建立与职

业资格认证相衔接的评价体系，只是鼓励考取，没有落

实到学分政策上。这种静态的评价方式使得学生缺乏

学习动力，很多毕业生认为课程考核不能真实反映自

己的能力，也缺乏提升数字化技能的积极性。评价标准

与行业规范也存在代际差，多数院校仍沿用旧版标准，

而《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新增的 97 个数字

职业能力要求未被纳入评价体系。例如，“大数据财务

分析师”所需的 Python 代码编写规范度、BI 可视化

设计能力等新指标，在现有考核中基本缺位[6]。这种评

价体系既无法引导教学改革，也难以向企业输送符合

数字化转型需求的合格人才，形成“培养-评价-就业”

的恶性循环。 
3 财经专业现场工程师的“四维协同”培养路径 
3.1 产教融合共建实践平台 
校企共建“智能财务工坊”。引入用友 BIP、金蝶

云 ERP 等智能财务系统，开发涵盖智能核算、税务筹

划、成本控制等模块的数字化实训平台，实现全业务流

程的虚拟操作。例如南京某职院与阿里云共建“业财一

体化实验室”，学生通过脱敏后的真实企业数据，完成

从原始凭证处理到经营分析报告的全流程操作，年均

处理单据量突破 5 万份[7]。 
导入企业真实项目。通过“企业出题、师生解题”

模式，将财务流程优化、成本控制方案设计等项目纳入

课程。与华为财经、京东物流等头部企业共建财务共享

服务中心，学生参与往来账款管理、费用报销审核等真

实业务，形成“教学-实训-就业”的无缝衔接。例如某

院校与本地电商企业合作，学生需根据“双十一”销售

数据，动态调整现金流预测模型，成果直接应用于企业

实践[8]。 
创新创业孵化空间。依托“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

创业大赛等平台，孵化财务数据分析、智能财税服务等

创业项目。如某院校学生团队开发的“供应链金融风控

模型”，成功应用于本地 3 家制造企业，降低融资成本 
18%。 

3.2 构建分层项目化课程体系 
构建“三阶递进”课程体系，实施“五阶项目教学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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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能力层。构建“数字技术+专业基础”课程模

块，开设《智能会计基础》《Python 财务应用》《SQL 
数据库技术》等课程。通过认知性项目，例如智能票据

识别系统操作和验证性项目，例如税务机器人流程设

计，使学生掌握 RPA 财务机器人运维、SQL 数据查

询等核心技能。课程设计融入“1+X”智能财务职业技

能等级标准，要求学生完成 100 +小时数字化工具实操

训练，Python 代码编写规范度达 92%，RPA 流程设计

通过率达 85%。 
核心能力层。设置“业财融合+数据分析”课程群，

包括《业财融合实务》《大数据财务分析》《智能成本

管控》等课程。开展综合性项目教学，例如为陕汽集团

新能源汽车研发项目设计全流程成本控制方案，要求

学生整合 ERP 系统中的生产数据、供应链数据与财务

数据，运用 Power BI 构建可视化分析模型，项目成果

直接提交企业评审。 
拓展能力层。开发“技术前沿+创新实践”课程包，

涵盖《智能财务决策》《区块链与供应链金融》《机器

学习在财务中的应用》等前沿课程。通过创新性项目例

如，基于深度学习的财务风险预警模型开发和实战性

项目，例如参与某电子信息企业数字化转型咨询，培养

学生技术跨界能力。项目成果可转化为企业标准或专

利，某高职院校学生团队开发的“供应链金融风控模型”

已申请国家实用新型专利。 
3.3 打造结构化师资团队 
打造“双师型 + 跨学科”教学团队，实施“三个

一”工程。 
教师能力提升。每位教师每年完成 1 项企业实践

任务，不是单纯的顶岗实践，而是项目实践，例如参与

企业财务数字化改造项目。每学期承担 1 门核心课程

教学，每两年主持 1 项教学改革项目。 
校企双导师制。建立由企业财务总监、数据分析师

与院校教师组成的“双导师工作室”，企业导师要切实

参与教学，承担 50%以上实践课程教学。例如某电子

信息企业导师与院校教师共同开发《智能财务共享服

务》课程，使学生处理复杂业务能力提升 60%。 
跨学科团队建设。组建财务、信息技术、管理学教

师联合教研组，开发《财务数据分析》《业财一体化系

统设计》等交叉课程，实现教学内容与技术发展的动态

对接[9]。 
3.4 创新数字化评价体系 
构建“三维动态”评价机制，实现“岗课赛证”深

度融合。 

能力矩阵评价。开发包含专业能力、技术应用、协

同创新、职业素养 4 个维度的指标的评价模型，通过

智能实训平台实时采集操作数据，生成个性化能力画

像。 
过程性评价实施。采用企业标准评审数字化解决

方案，运用区块链技术存证学习成果，对接企业人才库。

与企业深度合作，利用学生项目成果直接考评获取顶

岗实习资格。 
科岗课赛证融合。“智能财务工程师”“数据分析

师”等行业企业认证纳入学分体系，建立“技能竞赛-
认证考试-课程学分”兑换机制。学生通过“世界职业

院校技能大赛”和行业赛事获奖可置换学分。 
学业成果转化定岗定级。合作企业根据学生项目

完成度、技能考核成绩，设定入职等级与薪酬。会计师

事务所、财务咨询公司、代理记账公司等行业企业合作，

优秀学生可直接获得助理岗位[10]。 
4 结语 
财经专业现场工程师培养是职业院校对接大数据

时代的关键举措。本文提出的“四维协同”路径，通过

平台共建、项目化课程、师资优化与评价创新，有效弥

合了校企供需鸿沟。高职院校需进一步深化与行业协

会、科技企业的合作，动态调整培养方案，以应对快速

迭代的行业技术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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