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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学是一门有效地管理经济的应用学科袁 也是一门
重要的管理学科袁各院校大都开设会计学及财务管理专业袁
向国家输送了大批会计专业技术人才袁 为国家的经济发展
作出了贡献遥 但是农业院校在会计人才培养上存在着培养
目标不准确袁师资力量薄弱袁教学内容陈旧袁教学手段和方
法落后袁教学实践与实务操作相脱节袁就业渠道不畅通等问
题袁 严重制约着农业院校会计教育水平的提高和会计教育
事业的发展遥如何适应社会经济发展袁构建新型会计人才培
养模式是农业院校亟待解决的问题遥 笔者针对这一问题进
行一些初步的思考遥
1 农业院校会计人才培养模式的缺陷

1.1 培养目标不清晰 会计人才的培养目标是指确定培

养何种人才袁人才应当具有何种素质和技能袁将要从事何种
工作遥然而袁目前我国农业院校在会计人才培养目标定位方
面还存在定位不合理袁目标不清晰袁特色不突出等问题遥 如
许多学校提出野 培养德尧智尧体尧全面发展的高级会计人才冶
或野 培养具有坚实理论基础和熟练的实务操作能力的的高
级会计人才冶等多种目标遥 实际上袁农业院校会计专业培养
的学生袁由于自身缺乏会计行业的绝对优势袁在目前激烈的
竞争机制下袁很难与其他高校会计专业培养的学生竞争遥当
前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袁 我国农垦企业和涉农企业迅速发展
壮大袁对具备农业相关知识的会计人才需求很大遥而多数农
业院校在会计人才培养时恰恰忽略了这一点袁 导致人才培
养与人才需求脱钩袁不能实现充分就业遥
1.2 师资力量薄弱 目前袁农业高等院校会计教师存在着
如下问题院淤农业院校会计专业教师数量及水平不均衡遥很
大部分农业院校会计专业教师是从其他专业转过来的袁这
样就造成了专业教师本身可能存在知识缺陷袁 业务能力有
待提高遥于基础学科知识较差袁主要体现在会计教师的外语
水平和计算机水平偏低袁这一状况在 45岁以上的教师中更
显突出遥 盂专业基础知识不扎实袁主要体现在经济学尧管理
学基础不扎实遥榆会计科研课题难以进行遥鉴于农业院校的
自身特点袁 会计专业课教师很难独立申请会计和财务方面
的课题袁 这就导致会计专业教师的科研工作难以围绕会计
专业问题展开研究袁 迫使他们转而关注农林经济方面的问
题遥虞多数会计专业教师缺乏实际操作经验遥很多高校教师
是大学毕业直接进入高校袁 没有到企业从事实务方面的经
验袁导致在教学过程中只是纸上谈兵袁缺少实战经验遥
1.3 实验室建设滞后 目前农业院校基本上都建立会计

手工实验室和会计电算化实验室来模拟会计工作流程遥 学

生通过这些实践袁掌握会计核算的基本技能袁提高学生的动
手能力遥 目前企业中已经广泛运用 ERP系统袁企业通过网
络平台袁整合各种资源袁使得资金流尧信息流尧物流能够实时
交换袁实现对整个供应链的有效管理遥ERP系统通过定义事
务处理相关的会计核算科目与核算方式袁 以便在事务处理
发生的同时自动生成会计核算分录袁 保证了资金流与物流
的同步记录和数据的一致性遥 从而实现了根据财务资金现
状袁可以追溯资金的来龙去脉袁并进一步追溯所发生的相关
业务活动袁改变了资金信息滞后于物料信息的状况袁便于实
现事中控制和做出实时决策遥 目前国内财经院校和很多综
合院校袁基本上都建立了 ERP实验室袁通过沙盘模拟系统
可以让学生全盘掌握企业在各个环节中的应用袁 全面了解
企业各部门的运营形式及内容袁 深刻认识企业在人才职业
能力方面的需求方向袁缩短教育与实践的距离遥而引进 ERP
系统需要大量经费来支持袁由于经费短缺袁鲜有农业院校建
ERP实验室袁大部分还停留在传统会计模拟实验室水平上遥
1.4 教材陈旧袁教学方式落后 近年来袁我国会计准则变
化大袁更新快袁国际趋同日益明显遥若教材不能及时更新袁一
方面会造成学生知识陈旧袁 另一方面也很难培养和提高学
生判断和分析问题的能力遥在教学方式上袁目前农业院校普
遍采用野 填鸭式冶教学袁即使采用多媒体教学等现代化教学
手段和案例进行启发式教学袁效果也不是很好袁同样难以激
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遥
1.5 就业渠道不畅通 目前袁农业院校会计人才就业过程
中存在一个令人尴尬的问题袁 就是很多企业在招聘时认为
农业院校培养的会计人才质量难以保证袁 企业在心理上对
农业院校会计专业学生的技能产生怀疑袁不愿意招聘遥即使
到学校招聘的单位袁大多是来找农学类的学生袁很少有招聘
财会类的遥 所以袁相比其他院校的会计学生袁农业院校的会
计专业学生就业机会少很多遥
2 农业院校会计人才培养模式的改进

2.1 明确会计人才培养目标 农业院校会计人才培养目

标的定位应该是院能适应经济发展需求袁爱岗敬业袁专业技
能突出袁学习能力强的高素质的通用型尧应用型尧复合型人
才遥 在这个前提下袁突出农业院校特色袁即要树立为农业系
统和涉农企业培养合格会计人才的观念和意识袁 满足行业
需求遥在课程设置上要在打通会计通用知识的平台上袁设置
一些满足农业企业需求的课程袁比如开设叶 农业企业会计曳尧
叶 农业企业财务管理曳 等专门讲解农业财务核算的知识袁以
满足农业企业对会计人才的需求遥
2.2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袁 提高教师水平 对于在职教师袁
应该鼓励专业课教师攻读会计尧财务管理专业的硕士或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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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 5个方面分析了农业院校会计人才培养模式的缺陷袁并提出了农业院校会计人才培养模式的改进建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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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学位袁或派遣教师到财经院校进修袁以系统地掌握会计专
业知识袁提高专业素养和专业技能遥 同时袁应该向社会招聘
一些会计或财务管理硕士或博士袁 通过补充新鲜的血液来
提高师资遥 对于实训指导教师则应从企业招聘具有丰富实
践经验的会计师袁 以便更好地指导学生理论与实务操作相
结合遥 同时学校应该鼓励会计教师袁结合学校特点袁围绕会
计尧财务问题开展科研工作袁从而提升科研能力遥 只有教师
队伍整体素质提高袁教学质量才能不断提高袁从而培养出既
具备很好的知识结构又具有良好的专业技能的优秀人才遥
2.3 加大实验室建设力度袁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 会计学

是技术性尧应用性很强的一门学科袁会计教学不仅要向学生
全面尧系统地传授会计理论知识和基本方法袁而且更要注意
培养学生应用会计理论和方法去解决会计实践问题的能

力袁 即实际操作能力遥 所以会计教学客观要求加强实践教
学袁培养学生对理论知识的感性认识袁提高学生动手能力遥
目前袁传统的会计模拟实验袁已经不能满足在新形势下的会
计实践教学的要求遥 因此袁在传统的实验室建设的基础上袁
农业院校应该拿出专项资金或者与企业联合建立 ERP实
验室遥 通过 ERP沙盘模拟系统袁可以让学生全盘掌握企业
各个环节的工作流程袁 全面了解企业各部门的运营形式及
内容遥这样学生不仅掌握了财务处理的基本技能袁能够在毕
业后迅速适应工作需要袁同时还培养了学生综合判断问题尧
处理问题的能力袁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遥
2.4 采用高质量的教材袁运用科学的教育方法和先进的教
育手段 农业院校会计教育应该尽量采用教育部推荐教材

或者名牌院校的教材进行教学袁这些教材一般内容丰富袁教
材更新较快袁融入了本学科的最新知识和最新学术观点遥在
教育方法和教学手段上也应该进行改进袁 教师最重要的是
给学生野 授之以渔冶遥 因此袁在教学上袁教师应该注重培养学
生分析问题的能力袁 激发学生的创造能力遥 采用启发式教
学尧案例教学尧课堂讨论等教学方法遥 在教学手段上要多采

用多媒体教学袁利用其声尧光尧电的优势把知识展现出来袁同
时还能刺激学生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的积极性遥这样袁培养的
学生不仅掌握了会计知识袁 更提高了他们的知识结构和综
合素质遥
2.5 畅通就业渠道袁引导学生积极就业 就业首先要重视

实习基地建设袁 通过实习基地的建设一方面锻炼学生的动
手能力袁 另一方面使企业增加对农业院校会计学生的了解
的同时袁还提供给学生就业机会遥其次袁学校要主动走出去袁
去邀请企业到学校来招聘人才遥再次袁要加强对已毕业学生
的跟踪袁通过收集就业单位对学生的评价和毕业生的意见袁
不仅可以改进培养模式袁 而且可以通过发挥校友的力量来
促进学生就业工作遥 最后袁要加强对学生就业观念的教育袁
引导学生到基层袁到经济发展最需要人才的地方就业遥
3 结语

在高等教育市场化的条件下袁毕业生的学习能力尧知识
应用能力尧实践能力是参与市场交换的核心产品遥 所以袁加
强学生技能的培养应成为 21世纪会计教育改革中的重点遥
为培养出更多高质量的会计人才袁 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经济
建设服务袁 现有农业院校会计人才培养模式仍需要进一步
改进遥这要求我国农业院校会计教育工作者转变观念袁紧跟
时代步伐袁积极主动投身到会计教育改革的行列中去遥农业
院校会计教育改革应该以社会需求为导向袁以学校特色为基
准袁在实践中不断深化袁创造出有鲜明特色的会计教育品牌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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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效益袁能增加 29 805元/hm2袁增效率达 82.6 %遥
1.2 河流故道区立体农业种植模式 通过对河北省不同

河流故道地区现有模式的调查袁 对不同模式进行净收益分
析袁从已调查的 100多种栽培模式中筛选优化出 32种模式
加以推广[4]渊 表 4冤遥
2 结论

粮药组合模式中袁 由于药材的价格随市场的波动而变
化袁因此该模式的经济效益很不稳定袁农民种药材需要承担
较大的风险遥大蒜套种玉米复种大白菜模式袁虽人工投入较
大袁但净收益可达 45 400元/hm2袁增效率高达 122 %袁具有很
高的经济效益遥 梨树-花生立体种植模式袁能够充分利用土
地资源袁增加光能利用率袁花生的净收益达 4 800元/hm2袁增
效率为 13.3 %遥
参考文献

[1] 熊毅袁席乘藩.华北平原土壤[M].北京院科学出版社袁1965院20-23.
[2] 卢良恕.中国立体农业概论[M].成都院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袁1999院

545-556.
[3] 王慧军袁崔和瑞.河北省野 两高一优冶农业发展道路的战略谋划[C]椅

何锝霭袁编.野 双高一优冶农业理论与实践.保定院叶 河北农业大学学
报曳编辑部袁1994院43-49.

[4] 刘克辉.立体农业工程技术[M].郑州院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袁2000院
140-164.

序
号
模式类型 作物组合

序
号
模式类型 作物组合

1 粮粮组合 小麦 \玉米椰豆类 17 粮瓜组合小麦 \西瓜 \玉米2 小麦 \玉米椰甘薯 18 西瓜 \玉米椰绿豆
3 小麦 \玉米椰谷子 19 小麦 \西瓜4 春小麦 \春玉米-大豆 20 玉米 \甜瓜
5 粮棉组合 小麦椰夏播棉 21 粮药组合小麦 \玉米 \半夏6 粮油组合 小麦 \花生 22 小麦 \玉米 \天南星
7 玉米 \花生 23 小麦 \瓜蒌
8 小麦 \花生椰大豆 24 小麦 \菊花9 粮菜组合 小麦 \玉米 \大白菜 25 粮果组合果树 \小麦 \谷子

10 小麦 \玉米 \辣椒 26 果树 \小麦 \大豆11 小麦 \玉米 \豆角 27 果树 \小麦 \甘薯
12 小麦 \玉米 \芹菜 28 其他组合果树 \紫菀
13 小麦椰菠菜 \玉米 \香菜 29 西瓜 \花生 \大豆14 小麦椰大蒜 \玉米 \白菜 30 葡萄 \蔬菜
15 土豆 \玉米 \芹菜 31 果树 \蒲公英16 小麦椰菠菜 \甘薯椰白菜 32 鸡冠花 \紫菀

表 4 河北省立体农业种植模式

注院野 椰冶为间作袁野 \冶为套种袁野 -冶为复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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