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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财税一体化”到“报账机器人” 

看 AI 如何解决票据人工录入痛点 

（来源：科技日报，2019-05-20） 

 

“在员工端，一张发票的录入能从 1 分钟缩短至 2—4 秒。在财

务端的审核工作，能提升的效率约 50%。”每刻报销首席产品官周军

赞说。 

    财务管理，正迈入一个“人机协作，智能分工”的全新时代。从

“财税一体化”到“报账机器人”，从大型企业的“财务共享中心”

到小微企业的“代记账”，人工智能在财务管理领域的应用，越来越

深入。 

    然而，来自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ACCA）最新的调查显示，虽然

70%的企业认同在财务领域引入 AI，但实际上，目前只有 5%的企业投

入预算，那么人工智能在财务领域的表现究竟如何？ 

    识别票据效率提升 30倍 

    每个企业都需处理发票。依据传统处理方式，发票认证、报销录

入、分摊费用、会计凭证等一系列流程，要耗费大量的人力，而人工

智能有望改变这一状况。 

    “所有票据由原来的统一快递到本公司做账，现在改为终端拍照

录入做账，节省客户快递成本和时间成本，防止重要票据丢失；原来

需要登录电子税务局增值税发票验真系统，现在改为直接自动快速验

真，不用在每张发票校验时都输入校验码。”上海舒问企业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总经理黄俊頲说，人工智能的应用让发票处理效率提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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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倍以上。 

    比如智能报账机器人可为员工或供应商提供 7×24 小时的自助

交收票据服务，当中批量扫描识别并自动填单。“为财务人员在交收

票据过程中点数、扫描、票据真伪识别及票面信息核对等工作节省

85%的工作量。”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的人工智能产品经理罗远军说。 

    财务共享中心是近年来出现并流行起来的一种财务管理方式，它

将不同国家、地点的实体会计业务放到一个线上的共享服务中心来记

账和报告。发票的识别、验真、录入，过程繁琐重复又极易出错。人

工智能识别票据，也被运用到“财税一体化”中。 

    “原来每个月单录入增值税发票的工作，就需要 4个税务会计工

作一周时间才能完成；现在，在人工智能多票据混合切割识别服务的

帮助下，识别包含增值税发票、出租车票、客运汽车票等全部品类票

据，也仅需要 3天时间，效率提升 10倍以上。”跨越速运财务高级产

品经理蔡建珊说，这节约了 90%的人力成本。 

    从“小时”级压缩到“秒”级 

    票据识别的难点，在于票面信息的干扰因素多。 

    “从票据本身而言，会存在字体模糊、印刷错位、盖章覆盖文字、

票据褶皱等情况；而将纸质票据转成票据影像进行识别时，票据影像

也会存在模糊、过曝过暗、背景复杂等情况，以上干扰因素都会影响

票据的识别准确率。”睿琪软件 CEO徐青松说。 

    财务票据的样式过多，也极大增加了识别的难度。徐青松解释，

虽然每个省的增值税发票版式较为固定，但增值税发票外，还有出租

车票、高速公路票等海量的发票种类，各省缺乏统一版式、种类繁多，

从而导致识别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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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票据识别平台上线半年时间，已经准确识别超过 5000 万

张发票。”徐青松说，深度学习的过程就是一个“见多识广”的过程。

计算机需要见过海量的、各式各样的票据，才能在遇到任何票据时都

能够准确识别。正是这个数据逐渐的迭代过程，才使得目前智能票据

识别平台的实际应用准确率达到 95%以上。 

    “当然，目前系统的识别准确率还无法达到 100%。因为计算机

其实和人眼一样，也存在局限性。比如目前很多出租车票、过路费票

都采用热敏打印技术，一段时间过后，票据上的字体就会淡化，字体

颜色变得很浅，这种情况往往人眼识别都比较吃力，此刻，计算机自

然也较难准确识别。”徐青松说。 

    聚焦于更高价值的财务活动 

    人工智能目前在财务管理的运用，主要解决的是财务票据的“人

工录入”痛点。 

    “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完全可以为财务行业的多个应用点提供很

好的效率提升，发票识别只是其中一个点的应用，语音识别、机器翻

译等都能在费用报销这个场景发挥价值，例如海外发票的翻译。”周

军赞说。 

    财务人员，在这场人工智能变革中，又该如何自我定位呢？ 

    “智能财务的出现，能让财务人员聚焦于更高价值的财务活动。”

黄俊頲认为。 

    “财务人员从低层次重复工作中解放出来，类似技术进步解放了

工厂生产线上的工人，低端岗位不复存在。”中央财经大学互联网经

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认为，财务人员需要更多地参与业务经营活

动，管理会计地位上升，通过预算管理、业绩考核、运营分析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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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财务数据反映的信息，结合市场环境和行业特点，从财务的角度

为企业业务发展、决策制定提供科学的数据支持。 

欧阳日辉表示，这对高校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挑战，教师不仅要

懂财务还要懂技术，对未来的发展趋势还要有较好的把控，才能培养

出符合市场的人才；课程体系和教学目标需要实时调整；教学和实训

密切结合，不仅教授理论知识，还要创造机会让学生接触实务，产学

研用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值得探讨。（本报记者 马爱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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