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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所带来的智能化革命，对于财务领域共
享服务具有较大影响。 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
联网等技术，促进了财务管理智能化时代的到来。RPA
财务机器人， 以自动化技术完成传统手工操作业务，
尤其是在费用报销、采购到付款、总账报表、税务管理
等领域更具应用优势。 在这一背景下，探讨 RPA 财务
机器人的特点，就其主要应用领域进行梳理。

1 RPA 财务机器人的应用背景

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技术助推财务管理信
息化、智能化，让财务工作从核算型走向管理型。 财务
共享技术的发展，强调专业化分工，实现了财务业务
流程与标准化管理。 RPA 财务机器人技术，为财务共
享服务拓展了应用空间。 首先，RPA 财务机器人可以
根据财务管理实际需要，就财务战略、职能定位、组织
结构、操作流程、信息技术等方面进行变革与再造，使
其能够顺应财务管理目标需要，实现财务业务共享与
服务； 其次，RPA 财务机器人将分散于各个业务模块
中重复性高、 易于标准化的财务业务进行集中化共
享，进而提升财务服务效率，降低财务内部控制风险；
最后，RPA 财务机器人通过智能化技术， 实现对不同
业务流程节点的数字化管理， 以明确规则为指导，提
升财务共享服务质量，让财务人员从繁琐、重复的业
务中解放出来，促进财务管理转型。

2 RPA 财务机器人的技术特点

RPA 财务机器人技术，本身是建立在信息化财务
管理软件基础上，遵循一定规则，依托人机交互界面，
满足财务管理智能化服务。 立足财务管理实际业务，

其基本功能是对手工操作、 重复性业务的自动化管
理。如 RPA 可以实现对财务信息数据的检索、迁移、录
入等操作；RPA 可以引入 OCR 光学字符识别技术，对
财务信息进行分析与审查；RPA 能够实现预先设计的
财务流程自动接收与输出；RPA 能够实现对财务数据
库进行检查、筛选、整理与校验等；RPA 能够模拟人工
方式，对财务业务流程进行动态分配，如自动生成信
息通知，出具标准化财务报告等。

RPA 财务机器人，利用软件架构来满足财务管理
功能， 其特点有 4 个方面： 一是 7d×24h 不间断处理。
RPA 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了人工劳动， 以软件技术、智
能化管理手段，可以实现全天候实时化处理，从而提
高财务管理效率。 二是对重复性机械性财务操作更具
有应用特色。在 RPA 管理中，依托人工智能、机器学习
等技术，可以对财务管理中的重复性业务，编写明确
的处理规则，从而拥有快速、准确的财务预测、规划、调
度与流程管理功能。 三是以外挂形式灵活部署。 RPA
财务机器人，以独立用户界面，不会干扰或破坏原有
财务系统结构， 且能够满足跨系统数据流转需求，在
财务、采购、供应链及客服领域具有巨大应用潜力。 四
是能够实现模拟用户操作与交互。 RPA 财务机器人，
可以模拟人工方式， 对财务相关业务进行智能化操
作，如复制、粘贴、点击、输入、打印等。

3 RPA 财务机器人的主要应用领域

从 RPA 财务机器人的功能、 特点应用价值来看，
它并不适用于所有的财务业务管理流程，而是以简单
重复性业务、量大易错业务、财务费用单据审核、多个
异构系统间的合规操作、全天候实时性交互等财务业
务为主，来满足财务共享高效服务目标。 总体来说，主
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探讨其应用。
3.1 费用报销业务

在财务管理中， 费用报销是最常见的业务类型，也
是 RPA 财务机器人应用最广泛的领域。（下转第10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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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数字化技术、人工智能等为支撑的 RPA 财务机器人，在推进财务数字化转型中发挥了积极优势。
RPA 财务机器人以明确的财务规则、人机交互界面，能够满足 7d×24h 不间断、智能化财务劳动力工作需要，具有

重复性强、交易量大、易于标准化、降低财务合规风险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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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98 页）其基本流程如下：员工扫描报销单据，
利用 OCR 自动识别技术生成报销单据数字信息，登录
报账平台，并提交报账申请，领导审批发送至财务部
门审核，对发票真伪、重复报销、报销标准、预算控制等
进行自动审查，通过后自动付款，最后进行合规审计，
并自动生成审核报表。 在 RPA 财务机器人应用中，主
要从 4 点来确保报销业务顺畅完成。一是单据采集。包
括对各类报销凭据的扫描，自动识别、分类汇总、传递
与生成财务报销申请。二是电子单据智能审核。根据不
同报销业务分类，按照相应审核规则，对其真假、重复
性、报销标准等进行自动审核操作。 三是自动付款。 对
于符合报销规范的申请单，给予自动付款。 四是财务处
理与报告。 对各类报销单据及相关业务信息进行汇总，
生成相应财务报表。
3.2 采购到付款业务

在财务管理中，对于供应商管理、供应商对账 等
业务，也可以引入 RPA 财务机器人，实现快速、高效处
理。 其一般流程为：先由采购部门提交采购请款单，将
之扫描生成电子单据，利用 OCR 自动识别将之录入财
务 ERP 系统中，对照采购订单、入库信息及要求，对请
款单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付款，并生成应付账款凭
证，对相关凭证信息进行汇入总账，按需生成相应报
表。 针对采购领域运用 RPA 财务机器人，着重从 3 点
来贯穿。 一是对请款单的处理。 扫描并生成电子请款
单，提交给财务机器人，与财务 ERP 系统进行对接，并
进行审核校验。 二是对采购付款。 根据审核结果，通过
后向付款账户、网银等完成付款操作。 三是供应商对
账，根据付款帐表，汇总并生成相应财务报表。
3.3 资金管理业务

在财务管理中，对资金的管理，适宜 RPA 机器人
的有银企对账业务，RPA 机器人可以连接银行相关系
统，查询银行流水、银行财务数据，并将银行账与财务
账进行核对； 在现金管理业务中，RPA 机器人根据设
定的现金上划线，来完成现金的归集、现金计划采集

与处理。 引入智能算法，结合支付策略、支付方式、支
付金额，优化现金支付管理。 动态监控现金收支状况。
在收付款处理领域， 根据订单信息与供应商信息，按
照相应规范与要求，对各项收款、付款业务进行自动
处理。 在支付指令查询领域，RPA 机器人可以自动查
询银行财务信息，并反馈查询结果，实现自动化管理。
3.4 税务管理业务

在 RPA 财务机器人应用中，对税务业务主要应用
有自动纳税申报、涉税信息校验、增值税发票验真等
领域。 如期末对相关税务申报业务进行批量处理；对
涉税业务、报表进行校验与分析；生成纳税申报表，自
动完成涉税账务处理与提醒； 对增值税发票进行管
理，发票验真，对验证结果进行反馈与统计等工作。

4 结 语

不同于传统的财务 ERP 软件，RPA 财务机器人更
倾向于对重复性业务的高速、自动化执行。 从发展趋
向来看，财务管理中，标准化、逻辑清晰的业务，可以利
用 RPA 实现对繁琐的重复性业务进行自动化管理，实
现财务业务流程的优化，减少财务合规风险，提高财
务增值效能。不过，对于 RPA 财务机器人，也需要看到
其自身的局限性。 如其对于基于固定规则的业务可以
胜任，但对于突发性异常事件无法处置，需要人工干
预。 另外，对于运营保障要求更高的财务工作，还需要
优化 RPA 财务机器人跟踪优化机制， 以提供高质、快
速、稳定的自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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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和课程思政价值的感知情况进行评价，进一步完善
课程思政教育。 《立体裁剪》课程是以具体的款式制作
片段进行教学的， 要强化每个片段过程的评价考核，
对每个片段的知识和思政的学习做一次评价，以形成
整个课程的总体考核。

4 结 语

课程思政作为党和国家对高校教育育人的新 要
求，不单单是思政教师的职责，也是专业教师的职责。
通过教师潜移默化地完成思想政治教育，是课程思政
的最高境界。 在实际的课程中融入思想政治进行实
践，转换教育理念进行全方位人才培养和工匠精神培
养；完善教育内容和方式，提高学生的职业道德素养
和人文素养，培养开拓创新的精神；多方式的评价系
统让课程思政更完善，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接受正

能量，开创课程思政育人的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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