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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阳职业技术学院

2024 年大数据与财务管理专业毕业设计整体分析报

告及过程（佐证）材料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专业作为财会领域的一个分支，专注

于培养学生在企业财务管理方面的专业技能。大数据与财务

管理专业毕业设计是学生毕业资格认定的重要依据，旨在通

过实践项目，让学生将所学知识与实际应用相结合，综合运

用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分析解决实际问题，从而

提升学生就业、创业和创新能力，同时也是企业财务工作中

的新知识、新技术、新标准和新方法有效溶入人才培养过程。

以下从毕业设计过程总结及佐证、选题分析、成绩分析、存

在的问题、改进措施等五个部分进行分析。

一、毕业设计过程总结及佐证

本次毕业设计过程大致分为题库建设、选题论证及任务

下达、过程指导、成果答辩、资料整理和质量监控六个阶段：

1.题库建设（2023 年 10 月 1 日前）

本专业选题均来自指导老师和学生，师生按照专业培养

目标要求，结合财务工作实际、科学研究以及经济、社会发

展的需要提出，经经济管理学院全体教师集体研究讨论确

定，报院毕业设计领导小组审批。本次毕业设计的选题涵盖

了资产管理、税收筹划、财务分析、成本优化与业绩评价、

风险管控、投融资决策和信息技术应用等多个方向，共计 301

个选题，选题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和创新性，既解决了企业



— 2 —

财务管理的实际问题，又推动了大数据技术与财务管理的深

度融合。

2.选题论证及任务下达（2023 年 10 月 27 日-2023 年 11

月 10 日）

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特长，结合实习情况，选定

毕业设计选题。指导老师与学生探讨毕业设计选题的撰写内

容，指导学生查询与毕业设计题目相关专业知识点，下发毕

业设计任务书，明确毕业设计任务和要求毕业设计目录，强

调重难点，指导学生完成毕业设计任务书，并上传毕业设计

平台。

3.过程指导（2023 年 11 月 11 日—2024 年 3 月 29 日）

根据任务书要求,结合学生顶岗实习实际工作,指导教

师以线上加线下结合的方式指导学生拟定提纲、完成初稿撰

写,审阅毕业设计初稿，修改毕业设计,毕业设计定稿与查重，

并填写指导记录。学生根据指导老师提出的修改意见进行反

复修改。

佐证 1：附件 1 中张贴 10 份左右原始指导记录表进行佐

证（见附件 1）

佐证2：附件2中张贴10份左右原始评阅表进行佐证（见

附件 2）

4.成果答辩（2024 年 3 月 30 日—2024 年 4 月 30 日）

学院组成阅评答辩小组,制定答辩方案。并于答辩前一

周通知学生具体答辩时间、地点。答辩前，导师对学生的毕

业设计进行最后的检查和修改，让学生准备毕业设计答辩并

讲解相关注意事项。学生对毕业设计进行最后的检查和修改，

完成答辩 PPT 的制作，由指导老师审核通过后参加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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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证 3：附件 3 中张贴 10 份左右原始答辩记录表进行佐

证（见附件 3）

5.资料整理 2024 年 5 月 1 日—2024 年 5 月 31 日

对学生的毕业设计进行最后的检查和修改，学生结合毕

业设计答辩过程当中其他老师提出的修改意见进一步完善

作品，并将作品上传平台。教师在系统中给定毕业设计成绩，

并再次审核基本信息、毕业设计任务书、毕业设计作品、毕

业设计评阅表、毕业设计指导记录表和毕业设计答辩记录表

的完整性与一致性。

6.质量监控（2024 年 6 月 1 日—2024 年 6 月 23 日）

经学院内部毕业设计评审与交叉检查和学校二级学院

毕业设计评审与交叉评审等多轮检查，并提出修改意见，学

生按照评审结果修改毕业设计作品并上传。

二、选题分析

本专业共有 2 个毕业班，共 91 人。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教研室拟定了毕业设计 8 大类的题目框架供学生进行选题。

1. 选题类型分布

表 1 毕业设计选题类型统计表

主题 具体要求 选题人数

单项资产管

理

单项资产管理通常涉及对某一类资

产（如固定资产、流动资产、无形

资产等）的深入研究。这一领域的

难度在于需要详细分析资产的特

性、价值评估方法、风险与收益关

系等。此外，还需要结合市场环境

和公司战略进行具体分析。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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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筹划 税收筹划涉及税法、会计、财务管

理等多个领域的知识，要求学生具

备扎实的理论基础和较强的实践能

力。此外，税法政策经常变动，需

要学生保持对最新税法政策的关注

和理解。

10

企业财务分

析

企业财务分析涉及财务报表分析、

财务比率分析、现金流量分析等多

个方面，要求学生具备全面的财务

知识和较强的数据分析能力。此外，

还需要结合企业实际情况进行具体

分析，因此要求学生具备较强的实

践经验和洞察力。

13

成本优化与

业绩评价

成本优化涉及成本控制、成本效益

分析等方面，而业绩评价则涉及财

务指标、非财务指标等多个维度的

考核。这一领域的难度在于需要综

合考虑多个因素，制定有效的成本

控制策略和业绩评价体系。

12

风险管控与

资本结构优

化

风险管控涉及识别、评估、应对企

业面临的各种风险，而资本结构优

化则涉及债务融资、股权融资等融

资方式的选择和比例调整。这一领

域的难度在于需要具备较强的风险

意识和资本运营能力，以及对企业

财务状况和市场环境的深入理解。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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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融资决策 投融资决策涉及投资决策、融资决

策等多个方面，要求学生具备全面

的财务知识和较强的市场分析能

力。此外，还需要考虑政策、法律、

市场等多个因素的影响。

6

信息技术应

用

信息技术涉及财务信息系统应用，

办公软件在财务中的应用和大数据

技术在财务中的应用等多个方面，

要求学生具备较强的计算机技术和

数据分析能力。

15

2.选题难度分析

学生毕业设计的选题难度因具体主体和领域不同而有

所差异，除货币资金等单项资产管理较为简单和信息技术应

用中与数据挖掘、数据分析、机器学习相关主题综合性强难

度稍大之外，绝大部分选题均难度适中，适合学生写作。

三、成绩分析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专业毕业设计 91 个作品成绩分析如

下表 2 所示，整体成绩优秀（90 以上）占比 16.48%，优良

（80 以上）占比 70.33%，一般（60 以上）占比 13.19%，合

格率 100%。总体来看，绝大部分学生能将所学的知识用于毕

业设计中，有一定的查阅文献资料、综合运用知识、设计研

究方案和调查研究、合理利用和分析数据、运用科学的研究

方法解决问题的能力。大部分设计作品能够理论联系实际，

理论依据充分，公式图表、结论推导正确，数据分析和处理

得当、结果正确并具有一定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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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毕业设计成绩分布统计

毕业设计总人数 91 人

指导老师 指导人数 优秀（90 以上） 优良（80 以上） 一般（60 以上） 备注

曹佩 1 1

熊永珍 2 2

谢子荣 8 1 6 1

谢安之 1 1

肖琼 8 1 5 2

夏敏妍 15 2 10 3

刘永清 15 3 11 1

刘佳惠 6 1 4 1

李潺 4 1 3

梁妮 12 2 10 1

周全 4 3 1

周有利 1 1

朱畅华 4 1 2 1

周子奕 10 2 6 2

合计 16.48% 70.33% 13.19%

四、存在的问题

1.信息技术水平参差不齐

部分学生在处理财务数据采集和清洗时遇到困难，影响

了分析的深度和广度，也有部分学生办公软件不熟练，导致

作品格式不正确或者完成效率不高。

2.理论知识与实践结合不够紧密

少数学生存在理论知识丰富但实践应用能力不足的问

题，在将理论知识有效转化为解决方案的过程中遇到许多困

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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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时间管理不善

个别学生在毕业设计过程中，时间规划不合理，导致前

松后紧，影响了作品的深度和毕业设计所有材料的质量。

五、改进措施

1.加强信息技术应用培训

组织针对性的数据处理、大数据分析工具和办公软件的

培训课程，提高学生的数据处理能力和计算机应用能力。

2.促进产学研结合

鼓励学生参与实际企业项目，增强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度，

提升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

3.优化时间管理指导

为学生提供时间管理技巧的指导，帮助制定合理的研究

计划，确保研究工作的有序进行。

通过上述改进措施的实施，期望在未来的大数据与财务

管理专业毕业设计中，能够进一步提升学生的专业素养和实

践能力，为社会输送更多具备大数据思维和财务管理能力的

复合型人才。

附件：1. 10 份左右原始指导记录表佐证

2. 10 份左右原始评阅表佐证

3. 10 份左右原始答辩记录表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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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原始指导记录表（10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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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原始评阅表（10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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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原始答辩记录表（10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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