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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医院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信息化建设的投入和内部控制监督体系的有效运行ꎬ而在这一建设过程中ꎬ还存在着一系

列统筹兼顾的问题ꎬ这给公立医院的长远发展带来了困难ꎮ 基于此ꎬ文章结合公立中医医院中医疗收费与医保基金管理、合同管

理、医用耗材管理的内部控制和信息化建设的特点ꎬ对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剖析ꎬ并提出了相应的整改措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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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随着信息化技术的发展ꎬ中医医院通过构建涵

盖前端业务、中端财务及后端管理的信息系统来提

高运营效率与服务质量ꎮ 然而ꎬ当前信息化建设大

多侧重前端ꎬ中后端系统发展不足ꎬ影响内部控制效

果ꎮ 文章以 Ａ 市中医医院为例ꎬ探讨其在医保智能

监控、合同管理及医用耗材管理等方面的信息化建

设现状与问题ꎬ并提出改进建议ꎮ

１　 研究背景

１.１　 中医医院信息化建设的现状概述

医院运营管理采用信息化平台ꎬ能在一定程度

上提高运转效率ꎬ同时也可提升患者的就诊满意

度[１]ꎮ 中医医院信息系统是一套复杂、综合性的系

统ꎬ支持医院的日常医疗服务和管理工作ꎬ主要涵盖

前端业务系统、中端财务系统以及后端的其他管理

系统ꎮ
第一ꎬ前端业务系统ꎬ如医院管理信息(ＨＩＳ)系

统、门诊挂号预约、分诊、医生工作站系统ꎬ这些门诊

系统协助处理门诊流程ꎬ提高病人的就诊效率ꎻ住院

方面主要涉及病房管理、手术记录、病人出入院管

理、住院医生工作站等ꎬ这些住院系统协助处理病人

住院流程ꎬ保障住院病人得到高效有序的医疗服务ꎻ
药品和耗材管理系统ꎬ监控药品耗材进销存ꎬ保障药

品和耗材的日常供应ꎻ其他医疗信息系统方面ꎬ包括

临床信息的病历、医嘱系统ꎬ主要用于记录和管理病

人的医疗信息和治疗过程ꎻ实验室信息系统(ＬＩＳ)
和影像存档系统(ＰＡＣＣＳ)等ꎬ主要为提供医学检查

和检验工作给予信息化支撑ꎮ
第二ꎬ中端财务系统ꎬ如医疗收费系统、账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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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系统、医保接口等模块ꎬ通过医嘱的开具ꎬ传送至

已和医保对接的收费系统进行计费、收费等流程ꎻ保
障医院收费的合理合规ꎮ 医院账务系统通过医疗收

费系统取数ꎬ日清月结ꎬ确保财务流程的准确性ꎮ
第三ꎬ后端的其他管理系统ꎬ如医保控费系统、

质控系统、合理用药系统、合同管理系统、资产管理

系统、人力资源管理系统等方面ꎬ为医院日常运营监

控方面提供信息化保障ꎬ提高医院管理效率和服务

质量ꎮ
目前医院信息系统建设趋于成熟ꎬ但同时也存

在重视前端信息化系统建设而忽视中后端信息化系

统建设的情形ꎬ导致部分中后端系统存在缺陷ꎮ 为

了进一步完善医院的内部控制ꎬ应全面推进前、中及

后端信息化系统的协同发展ꎬ从而推动医院整体健

康有序发展ꎮ
１.２　 中医医院信息化建设对内部控制建设的

影响

公立医院内部控制是一个全面的概念ꎬ涵盖

ＣＯＳＯ 中的控制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系

统与沟通及监控五个要素ꎮ 随着«公立医院内部控

制管理办法»(国卫财务发〔２０２０〕３１ 号)及«关于进

一步加强公立医院内部控制建设的指导意见» (财
会[２０２３]３１ 号)的颁布ꎬ为全面推进公立医院内部

控制建设指明了方向[２]ꎮ 其中ꎬ文件明确规定要全

面提升公立医院内部控制的信息化水平ꎬ这也就意

味着需要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ꎬ加强医院内

部控制体系的建设ꎬ从而使各项业务活动在信息化

的框架内变得可控制和可追溯ꎬ有效减少人为违规

操纵的可能性ꎮ 此外ꎬ加强公立医院信息平台化和

集成化建设尤其关键ꎬ通过打通医院内部各类信息

系统之间的壁垒ꎬ实现医院内部各个系统互联互通、
信息共享ꎬ从而提高医院的整体运营效率和服务

质量ꎮ
以 Ａ 市中医医院为例ꎬ作为一家综合性公立中

医医院ꎬ该医院集医疗、康复、预防、保健于一体ꎮ 在

信息化平台建设方面ꎬ该医院涵盖前端业务系统、中
端财务系统和后端的其他管理系统ꎮ 其中ꎬ医院

ＨＩＳ 系统经多年建设已相对成熟ꎬ医院 ＨＩＳ 系统和

ＰＡＣＳ、ＬＩＳ、药房发药系统等已实现互联互通ꎬ数据

交换集成ꎬ可以快速浏览医生开具的医嘱单和患者

缴费情况ꎬ提前为患者的检查、检验、取药等做好准

备工作ꎬ极大地提高了医护和后勤人员的工作效率

和准确性ꎬ也改善了患者就医体验ꎬ规避了以往由于

人工处理产生的医患矛盾和私设小金库的现象ꎮ 但

该医院在中后端的信息化建设和运用衔接方面仍存

在诸多问题ꎬ如耗材二级库、医保智慧监控未能与

ＨＩＳ 系统连接ꎬ行政后勤的采购管理、资产管理、合
同管理未能实现信息化ꎬ这对医院的内部控制及运

营管理带来了极大的风险和安全隐患ꎮ
１.３　 文章的研究目的

文章以医保智能监控系统、合同管理信息系统、
医用耗材管理系统为例ꎬ通过研究 Ａ 市中医医院在

内部控制建设和信息化建设中存在的典型问题ꎬ给
出可行性的改善策略ꎮ

２　 中医医院内部控制和信息化建设的现存

问题研究

２.１　 医保智能监控系统

医疗收费管理作为医院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与医保基金紧密关联ꎮ 由于缺少医保智慧系统的监

控ꎬ乱收费、多收费问题频发ꎬ不仅影响了公立医院

的形象ꎬ也增加了医院对医保基金的滥用和侵占的

风险ꎮ
以 Ａ 市中医医院为例ꎬ目前未上线医保智能监

控系统ꎬ医疗收费管理仅依靠人工监管ꎮ 由于人力

有限ꎬ无法覆盖所有医疗服务项目和收费项目ꎬ特别

是对一些专业领域或特殊情况的出现ꎬ医保价格工

作人员缺乏足够的专业能力判断是否符合医保规

范ꎮ 在仅依靠人工监管的情况下ꎬＡ 市中医医院

２０１８—２０２３ 年ꎬ经医院内部控制梳理监督发现ꎬ存
在医疗服务未达到预定分值要求、高套分值、串换收

费等情况ꎬ后经整改相关问题得以改善ꎮ
由此可见ꎬ医疗收费仅依靠人工监管ꎬ容易出现

误判或漏判的情况ꎬ不仅耗时且效率低下ꎮ 医保智

能监控系统的上线能极大提升医院收费管理的准确

性和合规性ꎬ确保事前、事中、事后全流程的监控

管理ꎮ
２.２　 合同管理信息系统

经济合同管理作为医院精细化管理的重要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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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ꎬ在保障医院合规运营、防范法律风险、维护医

院权益方面的作用日益凸显[３]ꎮ 事实上ꎬ绝大多数

医院在经济合同管理方面ꎬ仍采用传统管理方式ꎬ即
合同初稿由经办部门起草后ꎬ通过法务部门审核ꎬ进
入会签审批流程ꎬ最后加盖单位合同章ꎮ 由于没有

完备的信息化系统作为支撑ꎬ存在以下几类问题:一
是合同签订效率低ꎬ领导线下审批时间长ꎮ 二是合

同归档仅是简单的编号后便归档保管ꎬ查阅不便ꎬ无
法适时跟进合同的执行状态ꎮ 三是合同变更管理烦

琐ꎬ在合同履行的过程中ꎬ因不可抗力因素ꎬ医院要

及时补充或者变更合同条款ꎬ仅依靠人工记录、修改

易出现错误ꎬ导致后续问题难以纠正[３]ꎮ
以 Ａ 市中医医院为例ꎬ经济合同是极其关键的

环节ꎬ医院每年签订的经济合同数量占合同总量的

８０％以上ꎬ数量高达几百份ꎬ主要涉及医用耗材、中
草药、西成药、中成药以及医疗和办公设备的采购、
基建工程、保安保洁服务、软件信息化服务等多个领

域ꎬ这些合同不仅关系到医院日常的临床诊疗活动ꎬ
也密切关联医院运营管理ꎮ 为此ꎬ医院制订了«Ａ 市

中医医院经济合同管理办法»ꎬ旨在通过将经济合

同进行细致分类管理ꎬ对合同的订立与审批、执行情

况、纠纷处理、归档管理等方面制订明确的管理规

定ꎮ 但由于缺乏信息系统的支持ꎬ医院合同管理无

法满足现代合同管理的要求ꎬ无法实现合同的精细

化管理ꎮ 以公开招标方式采购的信息系统升级改造

项目合同为例ꎮ 采购负责人执行采购后ꎬ归口管理

人员按医院合同管理要求进行简单编码归档ꎬ由于

本采购项目涉及电子发票、电子健康码、物资耗材二

级库管理、合理用药管理等多个科室的子项目ꎬ而合

同管理人员仅将总体项目进行编码归档整理ꎬ对各

子项目的履行情况没有溯源追踪ꎬ各子项目的执行

进展状况也无法实时跟进ꎬ导致项目总体进度无法

把控ꎮ 如在验收环节ꎬ存在合同管理人员误将部分

子项目已完成验收记录为整体项目已完成验收工

作ꎬ进而存在部分项目未验收先付款的风险ꎬ损害了

医院的经济利益ꎮ 如果能将合同管理系统线上化ꎬ
采购项目就可以推送到采购人、经办人、验收人ꎬ监
管人ꎬ并且完整记录每个环节的签批意见及执行进

度ꎬ以此提升合同管理水平ꎮ

由此可见ꎬ完善的信息系统就能够从根源上解

决医院物资采购和合同管理当中存在的弊病ꎮ
２.３　 医用耗材管理系统

医用耗材可分为普通耗材、高值耗材、低值易耗

品等ꎬ应当从遴选、采购、验收、调拨、计费、结算、分
析等进行全流程管理ꎮ 而目前大部分医院上线的耗

材管理系统ꎬ仅实现了医用耗材在采购销售一级库

存层面的流转溯源ꎬ医院 ＨＩＳ 计费系统与耗材库未

实现同步关联ꎬ库房无法准确计量临床科室实际的

耗材使用数量ꎬ从而可能产生耗材浪费、成本上升的

问题ꎮ
以 Ａ 市中医医院为例ꎬ该医院已上线医用耗材

管理系统ꎬ在一级库的管理过程中ꎬ实现了医用耗材

一级库存的预警监督ꎬ覆盖采购计划、采购执行、采
购入库及耗材出库的全流程ꎬ极大地降低了医用耗

材采购和管理的风险ꎬ但该系统未能实现对各临床

科室耗材的溯源追踪ꎬ特别是手术室使用的高值耗

材ꎮ 目前医院耗材由各临床科室申领后按照申请单

调拨到各科室ꎬ各科室医生根据调拨单各医用耗材

编码开具医嘱并执行计费ꎬ在此过程中ꎬ耗材系统未

能与医院 ＨＩＳ 计费系统对接ꎬ医生开具的耗材医嘱

无法根据实时库存进行核减ꎬ甚至出现无库存耗材

仍计费的情况[４]ꎮ 临床科室对各科库存量也只能

进行人工盘点ꎬ无法实现低库存自动预警ꎮ 传统的

耗材管理模式ꎬ无法实现对医院耗材成本的把控ꎬ同
时也造成了资源的浪费ꎮ

由此可见ꎬ将医用耗材二级库管理系统与医院

ＨＩＳ 计费系统对接ꎬ可以将传统的以领代销的模式

向实际收入确定实际支出的模式转变ꎮ 保证了医用

耗材的合理使用和成本的准确计算ꎮ

３　 综合性医院内部控制和信息化建设的改

善举措

３.１　 医保智能监控系统

中医医院应引进配套的医保智能监控系统ꎬ通
过事前、事中、事后全流程开展监控ꎮ

第一ꎬ事前维护管理方面ꎮ 将医保智能监控系

统与医院 ＨＩＳ 计费系统的医生工作站联通ꎬ开展病

种分值库、医保智能审核规则库的维护与管理ꎮ 第

二ꎬ事中审核与监控方面ꎮ 执行病例入组判定、病例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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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值计算、病历费用的超支结余预估、病例费用结果

计算分析、医保规则库实时监控ꎬ系统对接医生和护

士工作站ꎬ对违规情况进行实时提示、预警和拦截ꎬ
提供违规说明、修改建议和规则依据ꎮ 第三ꎬ事后监

督管理规范方面ꎮ 系统提供审核预警信息集成ꎬ方
便医保价格科对临床违规情况进行统一监控ꎬ查看

违规记录和对应收费明细ꎬ达到事后追查监督ꎮ 医

保智能监控系统管理应责任到人ꎬ使医保政策扁平

化、管理精准化ꎻ达到“事前提醒、事中控制、事后监

督”立体控费管理模式ꎮ 提高医务工作者、医保、价
格管理人员工作效率ꎬ保障医保基金合理合法使用

的同时提高医院综合管理能力ꎬ实现医院的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的双丰收ꎮ
３.２　 合同管理信息系统

中医医院应建立经济合同管理信息系统ꎬ其功

能应覆盖电子会签、进度查询、预警提醒、电子化归

档等模块[３]ꎬ增加医院合同管理的透明度和响应速

度ꎮ 第一ꎬ上线合同审批流转系统ꎬ合同起草后上传

至系统ꎬ系统将启动审批程序ꎬ根据预设的审批流

程ꎬ自动发送给相关审批人员进行审批ꎬ以此提高流

转审批速度ꎬ同时实施合同的电子化存档ꎬ将所有审

批流转信息存档ꎬ确保合同资料的完整性和可检索

性ꎬ提高合同归口管理人员的工作效率ꎮ 第二ꎬ对合

同管理系统的数据进行分析汇总ꎬ主要从风险、资
金、进度等多维度对合同的执行情况进行审视ꎬ方便

医院各个管理层查看业务支出情况ꎬ同时也能对预

算执行情况进行准确分析ꎬ这些数据的分析结果ꎬ为
业务决策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ꎬ帮助医院管理层更

好地了解医院运转情况ꎬ从而做出明智的决策ꎮ 第

三ꎬ将合同管理系统与医院财务运营系统对接ꎬ实现

业财融合ꎬ数据共享ꎬ并研发合同收付款提醒、合同

到期续签提醒等功能ꎬ加强合同执行效果监督[３]ꎮ
３.３　 医用耗材管理系统

中医医院应优化现有医用耗材管理系统ꎬ同步

上线二级库管理系统ꎬ和医院 ＨＩＳ 计费系统、医保智

能监控系统有效对接ꎮ 实现医用耗材从采购入库到

仓管人员验收存储管理、出库管理、临床使用、成本

监测、评价等全流程管理ꎬ力争做到每一步都规范、
高效ꎬ同时保障医疗质量和服务的成本效益ꎮ

第一ꎬ将医用耗材系统和医院 ＨＩＳ 计费系统、医
保智能监控系统对接ꎬ根据医保智能监控系统的规

则严格区分可收费耗材和不可收费耗材ꎮ
第二ꎬ落实二级库管理模式ꎬ实行一物一码ꎬ特

别针对高值耗材、调拨到手术室、临床科室的医用耗

材ꎬ实时监控库存数量ꎬ执行预警提醒ꎬ医生工作站

根据二级库库存开具医用耗材医嘱ꎬ医院 ＨＩＳ 计费

系统根据医嘱执行计费ꎬ各临床科室成本做到精细

化核算ꎬ改变传统的以领代支的模式ꎮ
第三ꎬ对医用耗材的使用情况进行数据分析ꎬ设

定医用耗材占比控制目标ꎬ并将其纳入科室绩效考

核体系中ꎬ以绩效考核规范医用耗材管理[４]ꎮ
医用耗材系统的优化升级ꎬ从根本上解决了传

统管理模式存在的问题ꎬ实现了医用耗材全流程溯

源追踪ꎬ规避监管漏洞ꎬ提高了医用耗材管理者的工

作效率ꎮ

４　 结论

综上所述ꎬ医院信息化系统的投入建设势在必

行ꎬ是医院实现精细化管理的重要工具ꎮ 文章以 Ａ
市中医医院为例ꎬ针对其存在的收费管理不合规、合
同管理效能低下、医用耗材消耗统计不准确等问题ꎬ
提出了将医保智能监控系统、合同管理信息系统、医
用耗材管理系统等嵌入医院信息化系统中ꎬ实现数

据的互联互通ꎬ防范内部运营风险ꎬ从而提升医疗事

业的整体发展水平ꎬ达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ꎮ

参考文献:
[１]林炜峰ꎬ王学理.构建医院采购全流程信息化平台的探

讨[Ｊ].中国卫生标准管理ꎬ２０２２ꎬ１３(２３):６－９.

[２]林莎璐.智能信息互联运用模式下公立医院内部控制存

在的问题及优化策略[Ｊ].互联网周刊ꎬ２０２４(２):４９－５１.

[３]李洋ꎬ李俊霞.内控视角下医院经济合同管理问题及对策

分析———以 Ｑ 医院为例[ Ｊ].投资与创业ꎬ２０２３ꎬ３４(９):

３１－３３.

[４]陶阳ꎬ孙冬杰ꎬ王道雄.基于医院信息化系统的耗材采购

平台建设及应用[Ｊ].医疗装备ꎬ２０１９ꎬ３２(１９):５６－５８.

作者简介:曾思ꎬ女ꎬ广东梅州人ꎬ梅州市第二中医医院ꎬ研究

方向:医院会计ꎮ

—４—



管理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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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ＰＰＰ 项目投资平台ꎻ业绩管理ꎻ预算管理ꎻ经营分析ꎻ绩效评价

中图分类号:Ｆ８１２.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４４２８(２０２４)３３－０００５－０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ｓｓｕｅｓ ｏｆ
ＰＰＰ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Ｃｈｅｎ Ｘｉａｏｈｕ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Ｊｉａｎｙｕａｎ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Ｃｏ.ꎬ Ｌｔｄ.ꎬ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ꎬ ２０００３２)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ｐｒｉｍａｒｉｌｙ ｏｐｅｒａｔｅ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Ｐｒｉｖａｔｅ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ＰＰＰ) ｍｏｄｅｌ.

Ａｓ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ｆｕｎｄｉｎｇꎬ ＰＰＰ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ｐｌａｙ ａ ｃｒｕｃｉａｌ ｒｏｌｅ ｂｙ 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ｉｎｖｅｓｔ￣

ｍｅｎｔ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ｔｏ ｅｎｓｕｒｅ ｔｈ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ｒｅｔｕｒｎ ｒａｔｅ ｏｆ ＰＰＰ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ꎬ ｏｐｔｉｍｉｚ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ꎬ ａｎｄ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ａｉｍｓ ｔｏ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 ａ ｓ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ｉｓｓｕｅｓ ｉｎ ｔｈｒｅｅ ｋｅｙ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ｉｎ ＰＰＰ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ｐｏｓｅｓ 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Ｔｈｅ ｇｏａｌ ｉｓ ｔｏ ｆｉｎｄ ｗａｙｓ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ＰＰＰ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ꎬ

ｔｈｅｒｅｂｙ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ａｔ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ＰＰ ｍｏｄｅｌ.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ＰＰＰ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ꎻ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ꎻ ｂｕｄｇｅ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ꎻ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ꎻ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ｅ￣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０　 引言

当前政府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发展通常采用公私

合作伙伴关系(Ｐｕｂｌｉｃ－Ｐｒｉｖａｔｅ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ꎬ以下简称

ＰＰＰ)模式ꎬ即政府公共部门与社会资本方达成特许

经营合作协议ꎬ社会资本方运用自身的资源提供公

共产品和服务ꎬ使得政府公共部门的职能需求与社

会资本方的经济效益追求得以融合[１]ꎮ 模式核心

在于政府与社会资本共同创建项目公司来承担设

计、投融资、建设和运营职责ꎬ最终在特许经营期满

后将相关基础设施无偿移交给政府公共部门ꎮ
社会资本通过设立专门的 ＰＰＰ 项目投资平台

(以下简称投资平台)集中管理 ＰＰＰ 项目ꎬ以实现资

源优化配置与长期投资回报最大化ꎮ 作为对外投资

ＰＰＰ 项目的主体ꎬ投资平台通常拥有多个 ＰＰＰ 项目

公司ꎬ负责 ＰＰＰ 项目的全生命周期管理ꎬ是一个以

提升资产与资金投资回报率为核心目标的责任

中心ꎮ

投资平台有效的业绩管理不仅可以在投资平台

运营中确保项目高效、有序地推进ꎬ同时维护了投资

回报与风险管理之间的平衡ꎬ而预算管理、经营分

析、绩效考核三个关键方面共同构成了业绩管理的

核心要素ꎮ 其中ꎬ预算管理通过精确的财务预测与

资源筹划ꎬ确保投资活动与企业战略目标一致ꎻ经营

分析是业绩管理的动态监测工具ꎬ通过分析 ＰＰＰ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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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实际运营数据与经营目标差异ꎬ揭示潜在的风险

与机遇ꎻ绩效考核通过设定量化与质化的评价指标ꎬ
对项目公司及其管理人员的业绩进行综合评估ꎬ确
保项目整体目标的实现ꎮ

１　 ＰＰＰ 项目投资平台业绩管理现存问题

１.１　 预算管理

１.１.１　 项目预算编制准确性不足

当前投资平台在编制 ＰＰＰ 项目预算时ꎬ往往由

财务部门单方面主导ꎬ业务部门参与度不足ꎮ 首先ꎬ
预算编制的全面性和准确性尚需加强ꎮ 财务部门虽

然精通财务数据的分析与处理ꎬ但对具体业务运作

和市场动态的洞察力有限ꎮ 而业务部门尽管深谙市

场环境与客户需求ꎬ但可能因为忽视财务逻辑ꎬ提供

业务数据单一ꎬ难以反映多变的资源配置、市场环境

及企业战略带来的影响ꎮ 预算编制范围不完整ꎬ各
预算间缺乏有效整合ꎬ难以形成全面系统的预算体

系ꎬ从而影响预算对业绩管理的指导作用ꎮ
其次ꎬ预算与实际运营情况脱节ꎮ 预算编制过

于倾向财务视角ꎬ忽略了业务部门的实际需求和市

场变化ꎬ预算的执行效果大打折扣ꎮ 业务部门基于

一线经验提出的建议若不能被充分纳入预算考量ꎬ
将导致预算设定的目标与实际运营状况存在偏差ꎬ
进而影响项目的执行效率和成本控制ꎬ最终损害投

资平台的整体业绩表现ꎮ
１.１.２　 对 ＰＰＰ 项目预算统筹不够全面

在当前投资平台运营框架下ꎬＰＰＰ 项目公司为

提高工作效率ꎬ通常将核心资源集中于投融资活动ꎬ
而将建设和运营外包给集团内部的专业实体ꎬ相关

的建设和运营预算数据由外包方提供ꎮ 这种策略虽

加速了项目进程ꎬ但也导致了投资平台缺乏对建设

和运营阶段预算的深度介入ꎬ可能忽视潜在的预算

超支与效率低下问题ꎬ使得其对工程实施细节与生

产规划的把控力减弱ꎬ未能充分展现作为投资决策

中枢的战略价值ꎮ 长期而言ꎬ不仅削弱了预算管理

的战略导向性ꎬ无法完整体现 ＰＰＰ 项目公司业务全

景ꎬ投资平台的业绩管理失效ꎮ
１.１.３　 预算执行管理以结果为导向

在当前的投资平台中ꎬ预算执行管控措施相对

宽松ꎬ尤其是对建设和运营的直接干预力度不足ꎬ导

致投资平台偏向于事后管理ꎬ过度聚焦预算执行的

终局成效ꎬ而对预算执行过程的管理和监督重视不

够ꎮ 这种“重结果、轻过程”的管理模式不仅易导致

预算的实际执行情况与预期目标存在较大偏差ꎬ还
可能削弱预算管理的前瞻性和主动性ꎬ难以及时应

对预算执行过程中的变化和挑战ꎬ侵蚀投资平台的

业绩管理效能ꎮ
１.２　 经营分析

１.２.１　 信息传递效率无法满足当前经营需求

目前投资平台信息化建设滞后ꎬ经营分析系统

尚不健全ꎬ多数经营分析仍高度依赖人工操作ꎬ不仅

加重了分析人员的工作负担ꎬ而且跨部门数据整合

难度大ꎬ很难保障所得数据的全面性、准确性和及时

性ꎮ 加之内部传递流程相对复杂ꎬ从经营分析报告

的生成、审核、审批到反馈ꎬ历经多层级、多部门的传

递ꎬ效率低下ꎬ信息孤岛现象严重ꎬ各业务部门局限

于自身业务模块ꎬ缺乏一个整合性的视角来进行全

局性的经营分析ꎬ难以形成有效的风险预警与应对

策略ꎮ
１.２.２　 业务分析与财务分析指标同步率不足

在投资平台的业绩管理中ꎬ业务部门与财务部

门各自依据不同的分析框架形成了独特的双轨制投

资分析模式ꎮ 业务部门侧重于全周期现金流指标ꎬ
通过对比实际运营与投标数据ꎬ量化全周期的净现

金流的增量(△ＮＰＶ)和自有资金内含收益率的增

量(△ＩＲＲ)ꎬ并运用因素分析法探索改善单个项目

△ＮＰＶ 和△ＩＲＲ 的方法ꎬ精确定位提升项目盈利关

键环节ꎮ 而财务分析则聚焦投资平台的合并财务报

表ꎬ通过比较分析当年的盈利能力、偿债能力、运营

能力与预算及历史数据差异ꎬ以改善整体盈利能力

及优化报表结构ꎮ
这两种分析方法在分析周期、对象、指标及标准

有着显著差异ꎬ可能导致项目层面的优秀表现无法

在短期内转化为财务报表上的亮眼成果ꎮ 例如ꎬ某
一项目全周期净现金流量现值、投资收益率等指标

较高ꎬ盈利能力评估出现优异表现ꎬ但在短期财务报

表中可能因初期投资大、回收期长而不显优势ꎬ这种

时间维度上的错配ꎬ降低了财务决策的精准性和有

效性ꎬ为经营分析带来挑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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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绩效考核

当前的绩效考核体系侧重于以利润为核心的财

务指标ꎬ而诸如客户满意度、运营效率等非财务指标

的考核相对较少ꎬ业绩考核体系失衡ꎬ难以全面反映

业务部门的真实贡献ꎬ进而削弱了各部门的责任归

属感与积极性ꎮ
尤其在权责分配上ꎬ利润指标的实现主要依赖

财务部门ꎬ难以有效地转换成非财务指标并分解到

各业务部门ꎬ这种不对等的权责关系不仅使得业务

部门对其直接负责的非财务成果的责任感减弱ꎬ还
影响了绩效考核的全面性和公正性ꎮ 此外ꎬ现行绩

效考核制度缺乏实质性的反馈机制ꎬ没有形成有效

的闭环管理ꎬ使考核结果的应用流于形式ꎬ无法及时

解决预算执行过程中的潜在问题ꎬ很难从现有的考

核流程中汲取经验ꎬ为未来的绩效提升提供有益的

参考和借鉴ꎬ阻碍了业绩管理的持续改进与优化ꎮ

２　 ＰＰＰ 项目投资平台业绩管理优化关键

举措

２.１　 加强管理层对业绩管理的重视

２.１.１　 宣传贯彻全员参与管理理念

全员参与是投资平台提升管理效能的基石ꎬ平
台应倡导并践行全员参与理念ꎬ确保业绩管理不局

限于财务部门的单一视域ꎬ而是成为贯穿企业上下、
涵盖所有业务单元的共同责任ꎮ 通过开展宣传和培

训活动ꎬ加强对员工的指导和教育ꎬ使之充分理解并

认识到业绩管理并非某个单一部门的工作ꎬ而是与

每位员工的职责密切相关的重要活动ꎬ在全体员工

中树立正确的业绩管理意识ꎬ激发全员参与的热情ꎬ
形成自下而上的业绩管理文化ꎮ

２.１.２　 做好目标分解并落实责任制

平台应构建自上而下的目标体系ꎬ通过明确总

体战略目标并将其逐级细化至各个部门、团队和个

人ꎬ以确保每个层级明确其目标和职责ꎬ使得各级员

工更好地理解企业整体战略的同时ꎬ每个员工也能

清楚自己的工作重点和方向ꎬ从而更加有针对性地

开展工作ꎮ
为了确保目标分解的有效性ꎬ实施责任制至关

重要ꎮ 在细化目标的基础上建立一套完善的责任体

系ꎬ明确每一层级的责任范围和具体任务要求ꎬ通过

采取签订责任书、制订可量化的考核标准等措施ꎬ将
抽象目标转化为具体行动ꎬ确保责任落实ꎮ 同时ꎬ建
立健全的监督与反馈机制ꎬ定期审视目标达成情况ꎬ
及时调整策略ꎬ确保投资平台业绩管理的持续优化

与高效执行ꎮ
２.２　 优化业绩管理相关流程

２.２.１　 预算管理:加强预算执行监督并促进业

财融合进程

首先ꎬ深化预算的执行与监督机制ꎮ 预算方案

一经审定ꎬ应立即以正式文件下达并严格执行ꎬ各预

算主体应将年度预算细化分解为季度乃至月度预

算ꎬ明确关键指标与具体责任人的对应关系ꎬ以此确

保预算执行的连贯性和可追溯性ꎮ 面对目前预算执

行管控偏事后管理的情况ꎬ投资平台应加强预算执

行的动态跟踪和深度分析ꎬ聚焦关键节点ꎬ构建完善

反馈和报告体系ꎮ 适时引入动态预算管理机制ꎬ提
升预算管理质量ꎮ

其次ꎬ加强财务与业务部门之间的融合交流ꎮ
预算管理工作的完善有赖于业务与财务部门的相互

配合ꎬ业务人员提升财务素养ꎬ理解财务数据与业务

数据的关联性ꎬ同时在业务决策过程中充分考虑财

务因素ꎬ积极配合财务部门ꎬ根据预算编制要求调整

业务数据ꎬ确保信息的准确与完整ꎮ 财务人员则应

主动加强与业务部门的沟通ꎬ深入了解业务流程ꎬ积
极参与项目初期关键条款谈判与风险把控ꎬ通过对

投资平台现有项目的分析ꎬ探索不同项目融资模式、
股权结构、税收政策等对财务健康的影响ꎬ为业务决

策提供有力支撑ꎮ 通过双向融合ꎬ业务与财务部门

能够共同识别并优化运营中的薄弱环节ꎬ及时调整

策略ꎬ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ꎬ加速项目推进ꎬ实现业

绩管理的全面提升与公司业务提质增效ꎮ
２.２.２　 经营分析:加强业务与财务数据分析体

系建设

投资平台应统一业务与财务的数据标准和分析

指标ꎬ搭建联合分析框架、加强跨部门沟通协作ꎮ 具

体而言ꎬ投资平台可以建立业财融合的经营分析预

警机制ꎬ根据不同阶段所面临风险的不同ꎬ量身定制

预算管理预警指标以进行风险识别与防控ꎮ
在 ＰＰＰ 项目准备期ꎬ融资风险是首要考量ꎬ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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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关注资本金到位率、股本结构比例等融资结构

指标以及财务生存能力指标ꎬ确保资金链安全稳定ꎮ
进入建设期ꎬ面临前期费用、总包工程款等巨额支出

与零现金流入的挑战ꎬ现金短缺成为主要风险ꎬ需密

切监控现金比率、风险准备金等指标ꎬ提前规划资金

融通ꎬ保障项目顺利推进ꎮ 运营期需转向盈利能力

与清偿能力的监测ꎬ由于开始产生现金流入并伴随

日常运营维护及还本付息等现金流出[２]ꎬ故营运现

金比率、经营现金比率、净资产收益率等目标成为评

估重点ꎬ以确保项目在产生现金流的同时ꎬ维持健康

的财务状况ꎬ实现可持续运营ꎮ
２.２.３　 绩效考核:完善考核指标体系

为构建全面、均衡的绩效考核体系ꎬ投资平台应

结合投资平台的发展前景、各业务部门或项目公司

的工作效率、资金效益以及工作流程规范性等因素ꎬ
融入多元化的考核维度ꎬ包括客户满意度、员工绩效

与满意度、项目质量、创新能力、可持续发展等ꎬ以激

发业务部门对其直接负责的非财务成果的责任感ꎮ
绩效考核不应拘泥于固定频率ꎬ可根据组织的具体

需求灵活调整ꎬ可选择每年进行一次或多次ꎮ
考核结果反馈机制的设计应致力于形成闭环的

反馈机制ꎬ即时反馈考核结果ꎬ明确指出优势与待改

进之处ꎮ 平台应设立专门渠道ꎬ鼓励员工就考核结

果提出疑问与建议ꎬ通过面对面沟通、在线问卷等形

式ꎬ收集多方意见ꎬ并基于反馈信息ꎬ定期组织复盘

会议ꎬ深入剖析问题根源ꎬ制订切实可行的改进措

施ꎬ形成持续优化的良性循环ꎬ并依此不断地完善和

优化管理方案ꎮ
２.３　 提升财务人员的专业能力

高效的业绩管理工作对财务工作人员的综合素

质提出了严格的要求ꎬ不仅需要有深厚的专业财务

知识ꎬ还要求对企业战略目标和预算管理有全面的

认知ꎬ并超越传统的财务职能范畴ꎮ
从软实力方面来看ꎬ财务人员需强化沟通汇报

能力ꎬ将复杂的财务专业知识通过通俗易懂的方式

传达给业务部门ꎬ从而降低沟通成本ꎬ同时加强项目

统筹能力ꎬ以优化财务在业务合作伙伴中的角色ꎮ
在硬实力方面ꎬ随着与 ＰＰＰ 项目相关企业会计准则

的变化及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ꎬ财务人员应及

时更新知识和技能ꎬ增强财务专业能力及数据分析

能力ꎮ 此外ꎬ财务人员还应掌握专业技能构建和优

化财务测算模型相关知识ꎬ从财务角度为投资决策

提供有力支持ꎬ并挑选出更优的 ＰＰＰ 项目方案ꎮ
２.４　 加快信息化及数据化建设

企业业绩管理的信息化程度越高ꎬ数据的准确

性、真实性与完整性就越能得到保障平台应搭建财

务信息共享平台ꎬ将账务处理系统、资金管理系统以

及费用报销系统纳入企业共享系统范围ꎬ借助共享

信息平台ꎬ对简单重复的数据提取工作实现集中化

处理ꎮ 另外ꎬ还可通过建立单独的预算信息管理系

统ꎬ统一管理系统内各部门数据口径和技术标准ꎬ帮
助财务部门及时掌握各部门业务活动的进度和资金

使用情况ꎬ确保业务活动的顺利推进ꎮ

３　 结论

业绩管理不仅是提升投资回报与运营效率的利

器ꎬ还是强化风险抵御能力的基石ꎮ 文章立足 ＰＰＰ
项目特性ꎬ系统探讨了投资平台在预算管理、经营分

析与绩效考核三个环节的实践与挑战ꎬ并通过深入

分析目前投资平台在业绩管理中实际遇到的困难并

有针对性地提出改进方法和建议ꎬ旨在有效提高投

资回报及运营效率、加强风险管理ꎬ同时促进 ＰＰＰ
模式的可持续性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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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行政事业单位预算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董　 慧

(瑞昌市卫生健康委员会ꎬ江西　 瑞昌　 ３３２２００)


摘　 要:随着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不断推进ꎬ加强预算编制、预算执行、预算绩效管理成为行政事业单位财务工作的重要任

务之一ꎮ 科学的、精细化的预算编制不仅能合理配置资源还能使单位财务管理水平得到不断优化和提升ꎮ 基层行政事业单位预

算管理目前存在诸多不足ꎬ预算管理优势尚未发挥作用ꎮ 文章将从预算管理重要性出发ꎬ阐述基层行政事业单位预算管理工作

中常见的问题并提出改进意见ꎬ为完善基层行政事业单位预算管理工作提供参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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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随着财政预算一体化在行政事业单位的全面实

施ꎬ行政事业单位的各项经济业务活动都通过一体

化平台完成ꎬ预算管理也逐渐被熟知ꎬ其重要地位日

益凸显ꎮ 科学的预算管理ꎬ不仅提高了单位资金的

使用效益和资产配置效率ꎬ使单位的日常经济活动

得以顺利开展ꎬ而且还可将预算执行结果作用于以

后年度预算编制ꎬ从而达到预算全过程的闭环管理ꎮ
但目前基层行政事业单位预算管理的现状不容乐

观ꎬ部分基层行政单位在实践中存在操作不规范、基
础数据不可靠、预算管理未以单位发展目标为导向、
预算编制与实际业务脱离ꎬ覆盖面不全ꎬ预算执行不

够严谨等诸多问题ꎬ在基层做好预算管理工作任重

而道远ꎮ

行政事业单位加强预算管理对提高公共资源配

置效率、优化财政资金使用、促进机构自身可持续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ꎮ 首先ꎬ加强预算管理能够保障公

共资金的合理分配和使用ꎮ 在预算编制过程中ꎬ行

政事业单位可以根据实际需求和优先事项对资金进

行科学合理的安排ꎬ有效避免资金浪费和不合理开

支ꎮ 其次ꎬ预算管理有助于提高行政效率和透明度ꎮ

通过严格的预算执行和监督ꎬ单位可以确保财政资

金按计划用途使用ꎬ并在过程中及时纠正偏差ꎬ增强

财政管理的透明度和公信力ꎮ 再次ꎬ健全的预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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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制度还能促进单位内部各层级职责明确、权责对

等ꎬ增强全员的财务纪律意识和责任担当ꎮ 预算管

理通过全过程的控制和监督ꎬ在减少财务风险的同

时ꎬ也为单位内部的决策提供了坚实的依据ꎬ提升了

管理科学性和决策准确性ꎮ 最后ꎬ预算管理还可以

提升风险防控能力ꎮ 通过全面预算管理ꎬ单位可以

提前预判财政风险ꎬ制订相应的应对措施ꎬ增强抗风

险能力和应急处置能力ꎮ 此外ꎬ加强预算管理还能

助力政府公共服务的优化和提升ꎬ通过合理配置财

政资源ꎬ实现社会效益最大化ꎮ 综上所述ꎬ加强预算

管理对行政事业单位实现科学管理、提高资源使用

效率和维护财政稳定具有重要作用ꎬ因此必须高度

重视并不断完善相关管理机制ꎮ

１　 基层行政事业单位预算管理中存在的

问题

１.１　 预算目标与单位发展规划不够匹配

全面预算管理应以战略目标和业务计划为导

向ꎬ但部分单位管理层对预算管理重视不足ꎬ未认识

到其与整体发展之间的紧密关系ꎮ 在年度战略规划

会议中未能让预算编制人员参与ꎬ或仅简单地传达

指示ꎬ使得编制人员缺乏全局观ꎮ 这种局限性导致

预算编制与单位发展规划脱节ꎬ无法科学合理地制

订预算目标ꎮ 编制工作事前规划不佳ꎬ即使与单位

发展规划有所接触ꎬ也可能因视角局限而无法实现

有效的资源配置ꎮ 这种预算目标与单位发展规划的

不匹配现象ꎬ直接影响单位的正常运营和长期发展ꎮ
资源分配因此变得不合理ꎬ可能导致资金浪费或短

缺ꎬ影响具体业务的顺利开展ꎬ单位应对外部环境变

化的能力被削弱ꎬ灵活性和应变力下降ꎮ 此外ꎬ不科

学的预算编制也使单位无法及时调整和优化其内部

资源ꎬ进一步阻碍绩效和效率的提升ꎮ 这不仅使财

务管理面临挑战ꎬ还可能打击员工士气和工作积极

性ꎬ使得单位难以实现其战略目标和长远规划ꎮ

１.２　 预算目标设定过于激进或保守

合理设定预算目标对行政事业单位而言至关重

要ꎬ激进或保守的预算目标都会带来问题ꎮ 激进的

预算通常对需求和支出过于乐观ꎬ容易导致资源调

配不及时ꎬ项目无法顺利开展ꎬ甚至产生赤字压力ꎮ

保守的预算可能导致资金过多预留ꎬ未能充分利用

现有资源ꎬ降低了财政资金的有效利用率ꎬ最终单位

的潜在能力和服务效果无法实现最大化ꎬ影响整体

绩效和公共服务水平ꎮ 无论是过于激进还是保守的

预算目标ꎬ都会对单位的财务健康和长期发展带来

不利影响ꎮ 合理设定预算目标应基于详尽的需求分

析和实际需要ꎬ确保预算具有合理性及可行性ꎬ以实

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和单位的可持续发展ꎮ 通过平衡

预算目标设定ꎬ可以避免执行困难或资源浪费ꎬ提高

单位运营效率和公共服务质量ꎮ
１.３　 现有财务人员无法满足预算管理工作的

要求

基层行政事业单位财务力量相对薄弱ꎬ特别是

部分地区成立会计核算中心ꎬ一个专职会计人员负

责核算 ６ 至 ７ 个乡镇单位的财务核算和资金审核工

作ꎬ而报账员在乡镇负责本单位预算编制和资金支

付工作ꎮ 实行预算管理一体化后ꎬ专职会计职责仍

停留在机械的会计核算和资金审核中ꎬ并未参与单

位预算管理工作中ꎬ也未对报账员进行相关的业务

指导和监督ꎮ 以至于预算编制不合理、预算执行随

意、预算差异得不到重视ꎮ 此外ꎬ一体化系统上线

后ꎬ单位的预算管理工作需要在平台上完成ꎬ相关人

员不仅需要具备专业知识ꎬ还需要熟练操作软件ꎮ

这对基层财务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ꎮ 加之单位财

务人员频繁更换ꎬ交接工作不及时ꎬ尤其在年底编制

预算时ꎬ时间紧迫、任务繁重ꎬ容易出现个人短期行

为ꎬ导致预算编制随意、敷衍了事ꎮ 在预算数据填报

过程中ꎬ工作人员以通过系统审核为首要目标ꎬ忽视

了单位实际业务需要ꎮ 这种行为不仅妨碍了预算工

作的科学性和合理性ꎬ还为单位未来的经济活动埋

下隐患ꎮ

１.４　 部门配合度低ꎬ预算编制不够全面

第一ꎬ各部门在预算编制过程中未能有效沟通ꎬ

导致信息不对称ꎮ 在预算编制前期ꎬ部分部门未能

及时提供详细、准确的预算需求和工作计划ꎬ导致编

制人员无法全面、真实地反映单位的整体需求ꎮ 第

二ꎬ各部门对预算编制重视不够ꎬ认为预算工作是财

务部门的职责ꎬ对其配合程度较低ꎬ迟报、漏报、错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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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时有发生ꎮ 此类行为不仅拖延了预算编制进

度ꎬ还妨碍了全面预算管理体系的建立ꎮ 第三ꎬ各部

门的预算编制意识不足ꎬ缺乏全局观念ꎬ未能从单位

整体利益出发考虑资源配置ꎮ 有的部门高估预算需

求ꎬ而忽视其他部门的需要ꎬ导致资源分配不均ꎬ无

法实现单位资源的最优配置ꎮ 这种局部利益优先的

做法ꎬ使得编制的预算方案难以符合实际业务需求ꎬ

影响单位整体工作效率和发展ꎮ 第四ꎬ预算编制过

程中缺乏有效的协调与审核机制ꎬ无法及时发现和

纠正各部门间的预算矛盾与分歧ꎮ 即使财务部门进

行了审核ꎬ因缺乏对各部门具体业务的深入了解ꎬ难
以识别和解决深层次的问题ꎮ

１.５　 预算执行过程中随意挪用其他预算额度

在行政事业单位的预算执行过程中ꎬ随意挪用

其他预算额度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ꎮ 这种行

为不仅违背了预算管理的基本原则ꎬ还对单位的财

务健康和工作效率造成了严重的影响ꎮ 首先ꎬ随意

挪用预算额度容易导致资金使用的透明度和规范性

大打折扣ꎮ 在没有经过正式批准和合理审核的情况

下ꎬ财政资金被擅自挪用ꎬ削弱了预算管理的严肃性

和权威性ꎬ使得预算执行变得混乱无序ꎮ 其次ꎬ这种

行为可能引发资源错配问题ꎮ 原本用于特定项目或

用途的资金被挪作他用ꎬ导致原项目资金短缺和进

度拖延ꎬ影响单位整体工作计划的顺利实施ꎮ 此外ꎬ

随意挪用预算额度还可能导致多米诺骨牌效应ꎮ 某

一项目预算被挪用ꎬ可能引发连锁反应ꎬ使得其他项

目面临资金短缺或效率降低的问题ꎬ进而影响单位

的整体绩效和服务水平ꎮ 这种行为往往源于预算管

理制度的缺失和监督机制的不够完善ꎬ缺乏对财务

操作的有效监控和约束ꎬ容易滋生腐败和滥用职权

的行为ꎮ

１.６　 缺乏全面预算考核机制

首先ꎬ缺乏全面的预算考核机制使预算编制和

执行的科学性和严谨性受到挑战ꎮ 各部门在预算编

制过程中往往无法高效、准确地完成预算编制任务ꎬ

导致预算数据的失真和不完整ꎮ 而在预算执行过程

中会使得资金使用缺乏规范性和合理性ꎬ容易产生

资金浪费和挪用等问题ꎮ 其次ꎬ缺乏实时监控和定

期审查导致单位无法及时发现和纠正预算管理中存

在的问题ꎬ最终影响单位整体的运行效率和服务水

平ꎮ 同时各部门缺乏对预算执行效果的反馈机制ꎬ
使得预算编制与实际需求脱节ꎬ无法为下一年度的

预算编制提供可靠依据ꎮ 最后ꎬ缺乏全面预算考核

机制会降低各部门的工作积极性和责任感ꎮ 没有考

核机制的约束ꎬ各部门可能出现懈怠情绪ꎬ对预算管

理的重视程度不足ꎬ执行过程中随意更改预算、资金

使用不规范等现象频发ꎮ 这不仅影响了单位的整体

绩效ꎬ还削弱了公共资金的使用效益ꎮ

２　 基层行政事业单位预算管理的改进建议

２.１　 开展事前调研ꎬ加强各部门间的沟通与

协调

在设置预算科目之前ꎬ财务部门应组织进行全

面的业务需求调研ꎮ 通过详细了解各部门的实际业

务需求、业务流程和资源耗费ꎬ可以确保预算科目设

置精准反映各部门的实际业务情况ꎮ 具体来说ꎬ应
由分管负责人牵头ꎬ财务部门与各业务部门进行深

入沟通ꎬ收集其反馈和意见ꎬ同时ꎬ财务负责人应对

过去年度的预算执行情况进行详细分析ꎬ找出其中

的规律和趋势ꎬ为新一年度的预算目标设定提供可

靠的数据支持ꎮ 这些历史数据分析能够帮助预见未

来的资源需求和潜在挑战ꎬ使得预算目标设定科学

合理ꎮ 在预算目标设定过程中ꎬ充分听取各部门的

意见和建议尤为关键ꎮ 通过多方协商ꎬ确保各部门

对预算目标的理解和认同ꎬ提高预算执行的自觉性

和积极性ꎮ 这一系统化、多方参与的预算编制流程ꎬ
能够有效提升预算管理水平ꎬ确保单位资源配置的

合理性和有效性ꎮ
２.２　 统一部署ꎬ加强培训

第一ꎬ单位财务负责人应当全程参与预算管理

工作ꎬ正确把握预算编制有关政策ꎬ统一部署预算编

报工作[１]ꎬ始终用预算的思维方式开展业务ꎮ 第

二ꎬ加强对数据录入人员的培训ꎬ加大审核力度ꎮ 负

责部门预算汇总的行政单位还需对二级单位中负责

预算编制人员进行财会专业知识的培训和专业指

导ꎬ增强其预算管理意识和专业能力ꎮ 下级单位在

提交原始数据时ꎬ归口管理人员要对其业务事项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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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进行合理性审核ꎬ减少预算指标录入的随意性为

后续预算工作夯实基础ꎮ 第三ꎬ加强一体化操作系

统的培训ꎬ牵头部门督促完善信息系统ꎮ 主管部门

牵头组织相关操作人员进行定期培训ꎬ邀请工程师

就一体化规范操作流程及操作常见问题、注意事项

进行讲解和疑难解答ꎬ帮助操作人员深入了解系统ꎬ
提高技术能力ꎮ 同时作为构建和运行的牵头部门应

当督促工程师进一步完善优化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

功能ꎬ修复系统漏洞提高信息传输速度ꎬ实现多部

门、多预算单位之间的信息与数据共享ꎬ提高工作

效率ꎮ
２.３　 加强预算执行过程管理、分析与审计监督

第一ꎬ完善预算制度建设与执行ꎬ严格按照制度

规定执行预算管理ꎬ确保各部门在预算执行过程中

遵守相关规定ꎬ不得随意挪用预算额度ꎮ 第二ꎬ部门

负责人应定期分析预算执行与预算编制的偏离度ꎬ
发现单位存在的问题和风险ꎬ及时修正预算ꎬ提高预

算执行的有效性ꎮ 第三ꎬ加强审计监督ꎮ 通过内外

部审计ꎬ能够全面审查预算执行的合法性和合理性ꎬ
发现并防范财务风险和违规行为ꎮ 审计结果应及时

反馈给相关部门ꎬ并制订相应的整改措施ꎬ确保问题

得到有效解决ꎮ 这套系统化的管理、分析与审计监

督机制ꎬ不仅提升了预算执行的规范性和透明度ꎬ还
为单位的财务健康和长期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ꎮ

２.４　 上下联动ꎬ推动绩效管理工作落实

２.４.１　 财务部门积极推动绩效管理工作

财务部门在安排下一年度预算时ꎬ应充分考虑

预算单位在上一年度的绩效管理情况ꎮ 具体而言ꎬ
对那些在绩效管理中表现良好的单位ꎬ财务部门应

优先安排资金ꎬ并给予适当的预算倾斜ꎮ 这种做法

不仅能够激励单位继续保持良好的绩效管理ꎬ还能

有效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ꎮ 对绩效管理未达标的单

位ꎬ应适当扣减其预算额度ꎬ以推动其改进管理和提

高工作效率ꎮ 财务部门的这一举措ꎬ实际上是在通

过预算分配这一杠杆ꎬ发挥其调控和激励作用ꎬ促进

绩效管理工作的全面落实和不断提升ꎮ

２.４.２　 单位建立考核机制ꎬ奖惩分明

预算单位应树立绩效管理的理念ꎬ建立健全预

算执行结果考核机制和激励机制ꎮ 包括将单位预算

执行结果与部门年末考核、个人绩效考核挂钩ꎬ从而

提升绩效评价结果在总体考核中的权重ꎬ进一步压

实各部门及个人的责任ꎮ 通过奖惩分明的机制ꎬ不
仅能调动各部门和个人的积极性ꎬ还能推动绩效管

理的深度贯彻落实ꎮ 同时ꎬ单位应将预算执行结果

的评价意见和改进建议及时反馈给各部门和相关人

员ꎬ以使其根据反馈信息ꎬ制订并实施详细的改进计

划ꎮ 此举既能确保预算管理的不断优化和提升ꎬ又
能通过持续改进ꎬ逐步实现单位整体绩效的提高ꎮ

３　 结论

文章通过对基层行政事业单位预算管理工作的

深入分析ꎬ揭示了其在预算管理工作中普遍存在的

问题ꎬ如预算目标与单位发展规划不够匹配、预算目

标设定过于激进或保守、现有财务人员无法满足预

算管理要求等ꎮ 基于此ꎬ文章提出了相应的改进措

施ꎬ如基层行政事业单位应开展事前调研ꎬ加强各部

门间的沟通与协调ꎬ合理设定预算目标ꎮ 加强培训ꎬ
提升财务和预算编制人员的专业能力和管理意识ꎮ
加强预算执行过程管理、分析与审计监督ꎬ确保财政

资源的透明度和规范性ꎬ避免随意挪用预算额度等ꎮ
最后建议财务部门推动绩效管理工作落实ꎬ并在预

算单位内部建立健全考核和激励机制ꎬ将预算执行

结果与绩效考核挂钩ꎮ 通过这些措施ꎬ基层行政事

业单位能够有效提升预算管理水平ꎬ实现资源使用

的科学性和高效性ꎬ为其预算目标提供坚实保障ꎮ

参考文献:
[１]杨静.浅谈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建设的思路建议[ Ｊ].

时代经贸ꎬ２０２０(７):７２－７３.

作者简介:董慧ꎬ女ꎬ江西九江人ꎬ瑞昌市卫生健康委员会ꎬ研

究方向:内部审计、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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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ｎ”管理体系下公立医院运营管理改革实践

范博毅

(云浮市人民医院ꎬ广东　 云浮　 ５２７３００)


摘　 要:２０２０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医药管理局颁布实施«指导意见»以来ꎬ公立医院运营管理已成为引

领医院高质量发展的重点工作ꎮ 文章从公立医院运行管理的概念出发ꎬ在“１＋ｎ”管理体系中实施科学运营管理ꎬ分析影响公立

医院运营发展的如药品耗材加成、区域医疗辐射能力不足、资金周转和医疗收入结构不合理的难题原因ꎬ通过“１＋ｎ”管理体系下

公立医院运营管理改革实践ꎬ推进公立医院和地方卫生事业的发展ꎮ
关键词:“１＋ｎ”管理体系ꎻ公立医院ꎻ运营管理ꎻ改革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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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２０２０ 年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中医药管理局颁布实施«关于加强公立医院运营管理

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对公立医院的

运营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ꎮ 但在公立医院的运行

过程中ꎬ出现了诸如医院的品牌效应不强等制约公立

医院发展的难题ꎮ 公立医院通过实施“１＋ｎ”管理体

系下的运营管理改革ꎬ破解制约医院发展难题ꎬ引领

高质量发展ꎮ

１　 公立医院运营管理概述

１.１　 公立医院运营管理的概念

公立医院的运营管理是以全面预算管理和业务

流程管理为核心(双核心)ꎬ以全成本管理和绩效管

理为工具(双工具)ꎬ对医院内部各个运营环节管理

活动的总称ꎬ是对人、财、物和各种医疗技术进行科

学配置和精细化管理的手段方法的集成ꎮ
１.２　 公立医院运营管理的原则

１.２.１　 公益性原则

以人民群众的健康需求为开展运营管理的出发

点和落脚点ꎬ坚持公益性前提ꎬ实现公立医院社会效

益和服务效能的最大化ꎮ
１.２.２　 整体性原则

立足公立医院的年度运营管理计划ꎬ全员参与、
有效整合各类需求资源配置于医院运营过程中的各

个环节ꎮ
１.２.３　 成本效益原则

权衡公立医院的运营成本和运营效率ꎬ以合理

成本、合理效率推进公立医院运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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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公立医院运营管理的现状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通报数据ꎬ公立医

院医疗盈余普遍减少ꎬ２０２０ 年ꎬ全国 ２０ 个省份医疗

盈余为负数ꎬ全国三级公立医院的医疗盈余率为

－０.６％ ꎬ７５３ 家三级公立医院的医疗盈余为负数ꎬ占
比 ４３.５％ ꎬ公立医院运营的现状总体不佳[１]ꎮ

２　 影响公立医院运营发展的原因分析

２.１　 取消加成的影响

在全面取消药品和耗材加成后ꎬ医疗收入减少

的 ８０％是由医疗服务来补偿的ꎬ但一直以来医疗服

务的价格调整并没有调整到位ꎮ 另外的 １０％ 由财

政专项进行补贴ꎬ１０％ 需要医院自我消化来填补取

消药品和耗材加成造成的影响ꎮ 可以说“总量控

制、结构调整、有升有降、逐步到位”的总体原则降

的部分降到位ꎬ而升的部分对于医院而言不及预期ꎬ
影响了医院的正常运营发展ꎮ

２.２　 区域医疗辐射能力不足的影响

以笔者所在的医院为例ꎬ医院地处粤北ꎬ毗邻珠

三角ꎬ所在地的人口基数不大ꎬ且因距离珠三角较

近ꎬ广深大城市的虹吸效应明显ꎬ造成当地病源量的

流失ꎮ 另外ꎬ以住院人次为例ꎬ近年来虽有所上升ꎬ
但仍以本地云城、云安两地患者为主ꎮ 随着高水平

医院建设的发展ꎬ外地患者比例已由 ２０１９ 年的

１２.５７％上升至 ２０２４ 年 ４ 月的 １８.４５％ ꎬ总体占比仍

然偏低ꎬ区域医疗辐射能力有待提升ꎬ影响了医院的

正常运营发展ꎮ
２.３　 资金周转的影响

医院的运营发展受药品耗材形成的资金占用、
新院建设及相关配套投入形成的资金占用和医保回

款不及时的影响ꎮ 以医保回款为例ꎬ受医保基金征

收影响ꎬ２０２０ 年以来ꎬ拨付给医疗单位的医保款比

例逐年降低ꎬ加之检测费、注射费等项目支出ꎬ医保

回款已不足以支撑医院正常的资金周转ꎬ影响了医

院正常的运营发展ꎮ
２.４　 医疗收入结构不合理的影响

药品、耗材取消加成后ꎬ医疗收入中的药品和耗

材的收入占医疗总收入的占比虽有下降ꎬ总体仍然

偏高(以笔者所在的医院为例ꎬ药品耗材收入占医

疗总收入的占比由 ２０１９ 年的 ４５.８９％ 下降至 ２０２３

年的 ４３.０３％ )ꎬ且药品耗材在医院日常运营中需要

垫付大量的资金并且需要承担因药品贮藏、保管、损
耗所带来的管理成本ꎬ影响了医院的正常运营

发展[２]ꎮ

３　 “１＋ｎ”管理体系下的公立医院运营管理

２０２３ 年ꎬ笔者所在的医院为切实做好医院运营

管理ꎬ提升医院管理水平ꎬ推动医院高质量发展ꎬ根
据«关于加强公立医院运营管理的指导意见»(国卫

财务发〔２０２０〕２７ 号)文件精神ꎬ结合医院实际ꎬ制订

了该院 ２０２３ 年的“１＋ｎ”管理体系下的运营管理工

作方案ꎮ 方案实施后ꎬ医院的运营管理工作得到大

幅提升ꎬ经济运营情况显著改善ꎮ 与传统运营管理

相比ꎬ“１＋ｎ”管理体系下的公立医院运营管理具有

如下显著特点ꎮ
３.１　 坚持公益性导向

公益性导向既是公立医院运营管理的基本原

则ꎬ也是为人民群众提供优质、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

的必然要求ꎮ 始终围绕“看好病、不亏损”的总体目

标ꎮ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ꎬ采取如推进药品集中采购、
降低药品耗材成本ꎬ开设节假日夜诊专科门诊、满足

不同患者不同时段需要ꎬ坚决杜绝小病大治、过度治

疗等措施ꎬ确保医院运营管理始终坚持公益性导向ꎮ
３.２　 科学高效的组织保障

为保障运营管理改革工作的高效实施ꎬ成立了

以院长为组长、总会计师任副组长ꎬ其他院领导任小

组成员的医院运营管理小组ꎬ负责统筹协调医院运

营管理的各项工作ꎻ并定期召开工作会议ꎬ听取工作

汇报ꎻ研究制订工作任务实施过程中突出问题的改

进措施等ꎮ 小组下设办公室ꎬ办公室设在财务科运

营部ꎬ负责日常医院运营管理工作ꎬ组织落实小组决

定的事项ꎬ讨论并向小组汇报相关工作及有关具体

措施ꎬ定期向小组报告关键指标及工作进度等ꎮ 为

“１＋ｎ”管理体系下公立医院运营管理提供了科学高

效的组织保障ꎮ
３.３　 “１＋ｎ”管理体系

由医院运营管理小组确定医院的年度运营计划

目标ꎬ牵头科室会同协办科室结合 ２０２４ 年笔者所在

医院各具体目标实际情况ꎬ制订工作计划及保障措

施ꎬ即分解各具体目标任务到各科室ꎬ落实目标科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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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制ꎬ制订行之有效的奖惩措施ꎬ按季度考核既定

目标完成情况ꎬ对未能完成既定目标的科室应分析

原因ꎬ提出整改意见ꎬ并制订相应改进措施ꎬ保证完

成全年总体目标ꎮ
运营部每月组织召开 １ 次运营管理会议ꎬ通报

目标完成情况ꎬ总结运营工作遇到问题ꎬ对未达标项

目重点关注ꎬ会同相关指标的牵头科室分析原因ꎬ提
出建议及整改措施ꎻ每季度总结梳理全院运营管理

工作开展情况ꎬ包括既定运营目标完成情况、存在的

差距、下一步工作计划等ꎬ形成书面报告向医院运营

管理小组汇报ꎮ
围绕医院降费控本、扩大业务量开展运营工作ꎬ

加强医院药品、耗材、能耗、人力资源等方面的调控ꎬ
更加细化运营工作方案ꎻ严格执行全面预算管理制

度ꎬ做到无预算不开支ꎬ保证医院运营管理有序进

行ꎬ以目标效益为前提ꎬ编制费用预算、成本预算、专
项购置预算、采购预算等ꎬ使医院运营沿着预算管理

的轨道科学运行ꎻ拓宽资金筹集的渠道ꎬ加强与银行

的合作ꎬ在传统的贷款方式筹资外ꎬ积极利用银行的

各种金融产品ꎬ减轻医院资金运行的压力ꎮ 通过这

些举措ꎬ达到从粗放管理转向精细化管理发展的要

求ꎬ实现医院的高质量发展ꎮ

４　 “１＋ｎ”管理体系下公立医院运营管理改

革实践

４.１　 加强医疗服务建设ꎬ明确运营管理目标

医院始终以患者为中心ꎬ不断提升医疗质量和

服务水平ꎬ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保障人民群众身

体健康保驾护航ꎮ 但是ꎬ医院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

经济运营个体ꎬ应当设置明确的运营管理目标ꎮ 以

笔者所在的医院为例ꎬ在“１＋ｎ”管理体系下ꎬ分别设

置了运营年度的医疗收入总目标和门诊收入、住院

收入目标ꎮ 为了完成这一既定目标ꎬ要求发挥地区

龙头医疗单位的地位优势ꎬ以“走出去、请进来、留
得住”充分利用省高水平医院建设政策支持和省内

知名医院“组团式”帮扶ꎬ扩大医院的就医群体ꎮ 另

外ꎬ通过加大宣传力度、组织“名医下乡”定期走访

社区、举办健康疾病讲座等多种方式ꎬ提升患者医疗

体验ꎬ增强服务获得感ꎬ抓牢现有医疗资源ꎬ加强医

疗服务建设ꎬ为完成既定目标提供有力保障ꎮ

主办科室:医务科ꎻ协办科室:门诊部、事业发展

部、质控科、运营部ꎮ
４.２　 优化医疗收入结构ꎬ严控药品耗材费用

医院要以提供医疗服务收入、合理检验检查、严
控药品耗材费用为指导思想ꎬ优化医院的医疗收入

结构ꎮ 以笔者所在的医院为例ꎬ在“１＋ｎ”管理体系

下ꎬ规范临床检查、诊断、治疗ꎬ不断优化医疗收入结

构ꎬ达到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中逐步提高医疗服

务收入占医疗收入占比的基础上ꎬ提高不含药品、耗
材、检查、检验收入的医疗服务收入占比ꎬ优化医疗

收入结构ꎮ 针对药品费用ꎬ医院牢固树立以患者为

中心ꎬ强化合理使用药品意识ꎬ在医务人员中贯彻落

实将控制药占比作为缓解看病难、看病贵的具体行

动ꎮ 针对耗材费用ꎬ重视科室耗材管理ꎬ在保证科室

使用的情况下ꎬ进一步降低库存ꎬ坚决杜绝科室耗材

浪费ꎮ 完成医院的优化医疗收入结构目标(在“１＋

ｎ”管理体系中ꎬ２０２３ 年年度运营管理目标中优化医

疗收入结构目标是药品收入占比少于 ２６％ 、耗材收

入占比少于 １６.９０％ )ꎮ
主办科室:医务科ꎻ协办科室:质控科、药学部、

总务科、运营部ꎮ
４.３　 积极响应医保结算新政ꎬ提升内部精细化

管理水平

医院应当积极响应国家医疗保险住院医疗费用

按病种分值结算政策ꎬ转变发展理念ꎬ提升内部精细

化管理水平ꎮ 在“１＋ｎ”管理体系下ꎬ医院应将运营

管理的标准进行细化和量化ꎬ搭建以大数据实时检

测医院运营各环节的综合运营分析平台ꎬ实时检测

重点指标数据ꎬ定期向医院运营管理小组和其他数

据使用者提供可度量的运营管理成效ꎮ 建立完善的

医疗网络ꎬ促进医疗、经济信息的互联互通ꎬ重视数

据的收集、汇总、整理ꎬ确保数据准确性和及时性ꎮ
在科室管理方面ꎬ应当以医院的优势病种和标杆科

室为引领ꎬ整合院内外资源配置ꎬ通过细化预算底层

逻辑ꎬ整合绩效考核方法ꎬ保证预算实施的效果ꎬ通
过多部门协同ꎬ在业财融合的过程中完善绩效考评

体系ꎬ提升内部精细化管理水平(在“１＋ｎ”管理体系

中ꎬ２０２３ 年年度运营管理目标逐步扭转医保结算的

亏损状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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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科室:医保科ꎻ协办科室:医务科、质控科、
总务科、运营部ꎮ

４.４　 控制成本费用不合理增长ꎬ减轻医院经济

运营压力

以笔者所在的医院为例ꎬ从药品费、耗材费、能
耗支出、人力资源配置 ４ 个方面ꎬ控制成本费用的不

合理增长ꎬ以减轻医院经济运营压力ꎮ
４.４.１　 药品费用控制

医院从医护人员控制药品费不合理增长的责任

感入手ꎬ通过规范医疗用药行为ꎬ实现药品费成本管

控ꎮ 全面实施国家基本用药制度ꎬ要求科室按照国

家规定目录使用基本药物ꎬ不得超范围配置使用药

物ꎬ努力降低药品费用占医药总量比重ꎮ 推进药品

集中采购ꎬ拓宽药品集采覆盖面ꎬ对用量大、价格高、
费用增长快的药品重点监控ꎮ 严格执行医院药品费

预算ꎬ在实现既定收入目标的前提下ꎬ控制药品费用

成本不合理增长(在“１＋ｎ”管理体系中ꎬ２０２３ 年年

度运营管理目标中药品费支出少于 １.８４ 亿元的目

标)ꎮ
主办科室:药学部ꎻ协办科室:医务科、质控科、

财务科、运营部ꎮ
４.４.２　 耗材费控制

医院通过耗材阳光平台挂网采购、同级别医院

询价、多家供货商报价等手段ꎬ降低耗材价格ꎮ 对使

用中的耗材进行动态监测ꎬ定期开展耗材价格调查ꎬ
一旦发现市场中有质量相当、价格更低的耗材应尽

快更换ꎮ 科学制订耗材采购计划ꎬ做到少量多次进

货、合理备货、减少库存周转天数ꎬ降低储备成本ꎮ
大力推进耗材集中采购ꎬ压缩耗材成本ꎮ 严格执行

医院耗材费用预算ꎬ在实现既定收入目标的前提下ꎬ
控制耗材费用成本不合理增长(在“１＋ｎ”管理体系

中ꎬ２０２３ 年年度运营管理目标中耗材费支出少于

１.８２ 亿元的目标)ꎮ
主办科室:总务科ꎻ协办科室:医务科、质控科、

财务科、运营部ꎮ
４.４.３　 能耗支出管控

医院深入开展节约能耗宣传教育活动ꎬ提高全

院职工节能降耗认识ꎻ落实能耗责任制、问责制ꎬ进
一步完善相关管控制度ꎬ规范约束行为ꎻ开展技术节

能改造ꎬ加大节能改造投入力度ꎮ 严格执行医院能

耗支出预算ꎬ控制能耗支出不合理增长(在“１＋ｎ”管
理体系中ꎬ２０２３ 年年度运营管理目标中能耗支出少

于 ７５０ 万元的目标)ꎮ
主办科室:总务科ꎻ协办科室:财务科、运营部ꎮ
４.４.４　 优化人力资源配置

医院人岗匹配是人力资源配置基本原则ꎬ为实

现人力资源价值最大化ꎬ在人员配置中尽可能实现

个人与其所从事岗位相匹配ꎻ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外

部环境ꎬ医院定期进行人员培训、抽调、轮换ꎬ以适应

不同岗位、不同时期对人员配置要求ꎻ重视人才培

养ꎬ通过外部引进、内部培养、外派深造、联合培养等

形式加大医院人才储备ꎬ坚持以人为本ꎬ努力营造适

宜医院职工职业发展的文化环境ꎬ留住人才ꎮ 在医

院总体发展要求下ꎬ着力人力成本总体可控的基础

上ꎬ优化医院人力资源配置ꎬ提高医院人才储备[３]ꎮ
主办科室:人事科ꎻ协办科室:医护科、护理部、

财务科、运营部ꎮ

５　 结论

«指导意见»出台以来ꎬ笔者所在医院“１＋ｎ”管
理体系下推进运营管理改革实践取得了积极成效ꎮ
２０２４ 年ꎬ在原有“１＋”医务科＋医保科＋药学科＋人事

科的“１＋ｎ”模式基础上发展出了“１＋”医务科＋医保

科＋药学科＋人事科＋事业发展部的新“１＋ｎ”模式ꎬ
旨在提升医院精细化运营管理能力ꎬ优化医院资源

配置和运营管理效益ꎬ通过运营管理新理念引领医

院高质量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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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级供电企业业绩管理存在的问题及优化措施研究

高　 静

(国网冀北电力有限公司沽源县供电分公司ꎬ河北　 张家口　 ０７６５５０)


摘　 要:随着电网转型发展和电力体制改革ꎬ县级供电企业在指标考核和成本监审的双重压力下ꎬ业绩管理成为其关注的焦

点ꎮ 文章从预算管理、经营分析和绩效考核三个关键环节出发ꎬ剖析了供电企业业绩管理中存在的问题ꎬ并提出了一系列优化对

策ꎬ通过实施这些对策ꎬ供电企业可以提升业绩管理水平ꎬ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ꎮ

关键词:县级供电企业ꎻ业绩管理ꎻ预算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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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县级供电企业ꎬ作为供电系统中的基础单位ꎬ业
绩管理的优化直接影响整个供电网络的效率和稳定

性ꎮ 在当前核价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和成本监审趋严

的形势下ꎬ县级供电企业的业绩管理显得尤为关键ꎬ
因为其直接面对最终用户ꎬ承担着保障区域电力稳

定供应的重要职责ꎮ 业绩管理的优化不仅能提高企

业的经济运行效率ꎬ还有助于提升服务质量ꎬ从而确

保消费者获得持续可靠的电力服务ꎮ 此外ꎬ优秀的

业绩管理还能帮助县级供电企业在监审核价和市场

竞争中取得有利地位ꎬ通过精细化管理降低运营成

本[１]ꎬ提高企业适应市场变动的能力ꎮ 重要的是ꎬ
良好的业绩管理体系可以作为企业内部控制和风险

管理的重要工具ꎬ有助于预防和减少潜在的运营风

险ꎬ保障企业和区域电网的安全运营ꎮ 因此ꎬ加强县

级供电企业的业绩管理不仅是提升企业经济效益的

需要ꎬ更是保障社会公共利益和推动区域经济稳定

发展的重要保障[２]ꎮ

１　 县级供电企业业绩管理存在的问题

１.１　 预算管理存在的问题

目前ꎬ县级供电企业按照国网公司要求实施全

面预算管理ꎬ包括预算编制、监控分析、预算调整以

及考核评价等主要环节ꎮ 由于售电收入由市公司统

一核算ꎬ县级供电企业主要管理成本预算ꎬ在实际过

程中存在以下问题ꎮ
１.１.１　 预算编制不够精细化

在县级供电企业的预算需求提报过程中ꎬ普遍

缺乏系统考量ꎬ为获得充足的成本预算ꎬ县级供电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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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通常采用基于上年数据增量预算法ꎬ忽略了业务

环境的变化和实际需求的动态ꎮ 导致预算编制与实

际业绩管理脱节ꎮ 具体而言ꎬ在成本预算编制时ꎬ更

多关注的是总体规模ꎬ忽略了对具体部门和项目的

深入分析ꎬ这种粗放式的预算安排方式使县级供电

企业对重大保电、隐患治理及优化营商环境等重点

领域投入不足ꎬ影响企业的业绩管理和资源利用效

率ꎬ同时也无法满足预算安排向国资监管要求趋同、

向电价监管规则趋同的要求ꎮ

１.１.２　 预算执行不均衡

在县级供电企业中ꎬ预算执行的不均衡严重影

响业绩管理的有效性ꎮ 通常情况下ꎬ企业在年初对

预算执行相对宽松ꎬ直至年底才冲刺消耗ꎬ导致资源

浪费及经营效率降低ꎮ 预算执行不均衡反映出预算

执行过程中缺乏有效的监督和调整机制ꎬ资源分配

缺乏科学性和合理性ꎮ 尤其是在每年的 １０ 月份之

前ꎬ企业往往不会对预算进行调整ꎬ缺少对执行情况

的动态监控ꎮ 这种缺乏前瞻性的预算管理方式ꎬ不

仅无法应对突发变化ꎬ也难以保证资金的有效利用ꎬ
进而影响企业整体的业绩表现ꎮ

１.１.３　 预算执行信息尚不匹配

在县级供电企业中ꎬ业财沟通不充分是业绩管

理中常见的预算管理问题ꎮ 业务部门更多关注业务

目标的实现ꎬ而财务部门关注预算的执行和控制ꎮ

这种角色定位的差异导致双方在预算执行过程中

信息不匹配ꎬ通常财务部门只能在业务部门报账

时被动接收信息ꎮ 业务部门与财务部门之间的信

息壁垒不仅使得预算执行过程中的信息传递和反

馈不及时ꎬ而且影响了预算执行的有效性和准确

性ꎬ进而影响整个企业的财务健康和业绩目标的

实现ꎮ

１.２　 经营分析存在的问题

随着电力市场化改革的加深ꎬ县级供电企业的

财务职能已从传统账务核算转向综合管理ꎮ 这要求

财务管理与时俱进ꎬ进行统筹规划和深度分析ꎬ从财

务数据中挖掘规律并创造价值ꎬ确保公司在投资、成
本和效益方面的决策正确性ꎮ 然而ꎬ在执行转变过

程中ꎬ企业在经营分析方面面临诸多挑战ꎮ

１.２.１　 信息化数据整合不足

在县级供电企业的业绩管理中ꎬ经营分析面临

难题显著ꎬ主要是信息化数据整合不足ꎮ 当前ꎬ企业

内部各系统如 ＥＲＰ 系统、ＰＭＳ 系统、营销 ２.０ 系统

以及数字化法治建设平台等各部门系统相对独立ꎬ

财务信息与设备信息、售电量信息及合同信息数据

共享和整合困难ꎮ 这种信息孤岛现象严重阻碍了数

据的流通和利用ꎬ使得经营分析缺乏全面性和准确

性ꎬ难以实现深入的业绩评估和决策支持ꎮ 因此ꎬ县

级供电企业亟须通过技术升级和流程重构ꎬ打破部

门壁垒ꎬ实现数据的有效整合ꎬ以提高管理效率和经

营决策的科学性ꎮ

１.２.２　 财务理解深度不足

在县级供电企业中ꎬ财务部门主要聚焦财务报

表的编制与汇总ꎬ缺乏对业务数据的深入理解与分

析ꎬ严重影响了经营分析的质量ꎮ 尤其在处理输配

电收入和利润指标时ꎬ财务人员未直接核算售电收

入ꎬ对相关数据的接触和理解不足ꎬ难以进行深入分

析ꎮ 这种理解上的缺失导致财务部门无法有效参与

业务决策支持中ꎬ使企业在经营策略调整和成本控

制决策上缺乏数据支撑ꎮ 因此ꎬ增强财务人员对业

务流程和收入结构的理解ꎬ对提高经营分析的透彻

度和实效性至关重要ꎮ

１.３　 绩效考核存在的问题

目前ꎬ县级供电企业以企业负责人绩效考核指

标为目标导向ꎬ制订县公司绩效管理办法、组织全员

签订绩效合约ꎬ持续推进绩效评价应用度ꎬ但在实施

绩效考核的过程仍存在以下问题ꎮ

１.３.１　 绩效考核流于形式

在县级供电企业ꎬ绩效考核的形式化严重影响

其实际效果ꎮ 这一问题主要表现在绩效考核与薪酬

分配之间缺乏有效的联系ꎮ 现有的绩效薪酬分配方

法过于平均化ꎬ绩效评价依据的主观性强ꎬ评分区间

过窄ꎬ使得员工间薪酬差异不明显ꎮ 这导致绩效考

核无法准确反映员工的工作表现ꎬ从而无法激励员

工提升工作效率ꎮ 此外ꎬ员工的个人绩效与企业的

整体绩效脱节ꎮ 绩效考核未能真实反映员工的实际

工作贡献ꎬ继而削弱了绩效考核的目的性和激励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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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ꎬ绩效考核体系难以有效地推动员工提高工作

效率和业绩表现ꎬ影响了业绩管理的实际效果ꎮ
１.３.２　 绩效考核指标体系尚不完善

在县级供电企业中ꎬ绩效考核指标体系存在显

著缺陷ꎬ以财务关键业绩指标为例ꎬ其中占比最大的

是利润指标ꎬ受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ꎬ提
升难度较大ꎬ直接影响了企业的积极性ꎮ 此外ꎬ班组

绩效考核指标不仅具有各自专业特性难以统一ꎬ还
多以扣分制为主ꎬ导致横向对比的不公平和激励效

果的弱化ꎮ 部分指标由于数据获取困难ꎬ评定的支

撑依据不充分ꎬ考核未切实发挥激励作用ꎬ容易引发

班组之间的不稳定ꎮ 更为严重的是ꎬ当前的绩效考

核指标体系缺乏动态调整机制ꎬ难以根据实际情况

进行调整ꎮ 绩效考核指标体系一旦确定ꎬ往往保持

不变ꎬ难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动态调整ꎬ影响了绩效

考核的灵活性和适应性ꎮ

２　 优化县级供电企业业绩管理相关对策

２.１　 增强全员业绩管理意识

为优化县级供电企业业绩管理ꎬ关键在于提升

全员的业绩管理意识ꎮ 具体而言ꎬ管理层应从顶层

设计开始ꎬ明确传达业绩管理的重要性及其对公司

的长远影响ꎮ 例如ꎬ某县级供电企业实施员工业绩

自评和同事互评的制度ꎬ这不仅增强了员工对业绩

管理重要性的认识ꎬ同时也激发了他们对工作的主

动性和创造性ꎮ 此外ꎬ将业绩意识的提升与日常工

作绩效直接挂钩ꎬ通过定期讨论会和反馈环节ꎬ让员

工明确了解自己在业绩管理系统中的位置和改进方

向ꎮ 这种方法帮助员工从具体行动上理解并落实业

绩管理ꎬ从而推动整体业绩的提升ꎮ 通过这种方式ꎬ
增强业绩管理意识不仅是理论上的推广ꎬ而是通过

具体实践活动ꎬ使得业绩管理成为员工日常工作的

一个自然部分ꎬ进一步优化了业绩管理体系ꎮ

２.２　 健全业绩管理相关制度

在当前的财务管理实践中ꎬ预算管理、经营分析

与绩效考核是推动县级供电企业持续发展的核心支

撑ꎮ 结合这些领域ꎬ健全的业绩管理相关制度可以

有效地优化企业的业绩管理ꎬ提高其资源配置效率

和经营质量ꎮ

第一ꎬ预算管理是确保有效资源配置的基石ꎮ
采用经营诊断—优化策略—提质增效—成本保障—

考核引导的“五段式”闭环管理模式ꎬ县级供电企业

能够实现成本的细化管理和优化ꎮ 在此模式下ꎬ首
先通过经营诊断ꎬ分析当前的运营状态和成本构成ꎬ

识别成本的不合理部分ꎮ 其次ꎬ通过制订优化策略ꎬ

调整成本结构和资源分配ꎬ优先将资源投向重点领

域如电力保供和配电网升级等ꎬ这不仅能够强化生

产环节ꎬ还能有效压缩非生产性低效支出ꎮ 通过提

质增效措施ꎬ进一步提升服务质量和运营效率ꎬ如提

升电网设备的运行效率ꎬ减少能源损耗ꎮ 成本保障

环节确保所有成本支出都能为企业带来相应的回

报ꎬ增强成本使用的透明度和可追溯性ꎮ 最后ꎬ通过

考核引导ꎬ将各项成本控制和业务优化措施的执行

情况纳入员工和管理层的绩效考核中ꎬ确保各项措

施得到有效执行ꎮ
第二ꎬ在经营分析方面ꎬ开展提质增效稳增长专

项行动ꎬ明确财务与业务在提质增效专项行动中的

相关职责ꎬ确保各部门的协调配合ꎮ 财务部门应牵

头与其他业务部门一起ꎬ共同配合提质增效各项重

点任务有效落地ꎮ 例如ꎬ财务部门不仅要进行成本

控制ꎬ还需与技术部门合作ꎬ共同寻找技术改进的可

能性ꎬ以降低能耗和操作成本ꎮ 通过定期的投入产

出效能评估ꎬ可以量化资源使用的效率和效果ꎬ用数

据支撑管理决策ꎬ确保每一项投入都能产生最大的

经济效益ꎮ

第三ꎬ在绩效考核方面ꎬ完善的绩效考核评价体

系是提升企业整体业绩的关键ꎮ 首先ꎬ丰富指标维

度ꎬ可以增加预算编制准确率或预算执行率等财务

指标ꎬ强化业务发展与预算需求深层次连接ꎮ 同时

还可以增加非财务指标的考核ꎬ如内部流程维度、员

工学习及成长与创新维度ꎬ以此全面反映员工的工

作绩效和企业的经营状况ꎬ确保绩效考核的全面性

和科学性ꎮ 其次ꎬ绩效考核体系应实现量化标准的

统一ꎬ并结合基层实际情况ꎬ差异化设定考核标准和

评价标准ꎬ考虑地域、市场及运营条件的不同ꎮ 加入

申诉环节和容错机制ꎬ可以保证考核的公平性和合

理性ꎬ激发员工的积极性ꎮ 最后ꎬ强化结果应用ꎬ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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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绩效考核结果在薪酬分配、职业发展、评优评先及

岗位竞聘中的应用力度ꎬ财务部门应协同人资部做

好各级绩效考核兑现ꎬ强化考核约束ꎬ进一步激发队

伍活力ꎬ切实做好专业队伍建设ꎮ
２.３　 加强业财协同

加强业财协同对优化企业业绩管理至关重要ꎮ
首先ꎬ加强业务部门与财务部门的沟通ꎬ是优化县级

供电企业业绩管理的关键ꎮ 明确各部门职责ꎬ业务

部门应制订详细的项目计划ꎬ财务部门应及时跟踪

各项目成本入账进度ꎬ深化月度、季度预算执行分析

汇报机制ꎬ提高预算执行的均衡性和准确性ꎮ 通过

定期沟通和交流ꎬ及时发现和解决预算执行中的问

题ꎬ确保预算目标的全面落实ꎮ 其次ꎬ强化财务 ＢＰ
角色ꎮ 通过财务与业务人员双向轮岗、跟岗学习ꎬ可
以培养既懂业务又懂财务的综合型人才ꎬ持续提升

财务与业务的协作水平ꎮ 例如ꎬ在某县级供电公司

实行业财协同管理后ꎬ通过财务系统与 ＰＭＳ、网上

电网等业务系统的数据集成ꎬ实现了多维度、全场景

的信息共享ꎮ 这种深度的数据融合不仅加强了业财

数据的价值发挥ꎬ而且显著提升了公司的经营分析

能力和专业管理水平ꎬ有效地支持了经营决策和指

标管控ꎮ
２.４　 提升财务人员的专业能力

在优化县级供电企业的业绩管理中ꎬ提升财务

人员的专业能力显得尤为重要ꎮ 一方面ꎬ强化财务

人员的硬实力是基础ꎮ 通过设立持续的财务人员培

养机制ꎬ如组织会计继续教育和专项培训ꎬ不仅增强

财务人员的专业知识ꎬ还能提高其解决实际问题的

能力ꎮ 此外ꎬ内部考核和激励机制的完善也是关键ꎮ
通过培训与考核结合的模式ꎬ加大奖惩考核力度ꎬ促
进财务人员的积极性ꎮ 适时遴选优秀人员推荐到公

司本部挂职锻炼ꎬ通过轮岗锻炼ꎬ让人员充分流动起

来ꎬ有效扩大员工工作业务接触范围ꎬ高效提升专业

实操技能和综合素养ꎬ着力培养懂管理、精业务、优
服务的复合型人才ꎬ确保经营分析和决策支持的全

面性和科学性ꎮ 另一方面ꎬ提升财务人员的软实力

同样重要ꎮ 鼓励财务人员积极参与新闻宣传投稿、
演讲比赛及公文写作培训等各种形式的竞赛ꎬ提升

财务人员的沟通汇报能力和项目统筹能力ꎬ确保业

绩管理过程中的信息传递和协调顺畅ꎮ
２.５　 加快信息化系统建设

２０２４ 年ꎬ国网公司全面推广智慧共享财务平

台ꎬ此平台包括企业价值服务、业财协同融合以及财

务专业管理三种主要应用ꎮ 特别针对县级供电公

司ꎬ此举意在通过信息化系统建设加快业绩管理优

化ꎮ 县级供电公司通过积极采用和提出建设性建

议ꎬ有助于平台功能的优化和完善ꎮ 例如ꎬ某县级供

电公司在使用此平台时ꎬ通过系统固化的财务入账

管控规则ꎬ设定了具体的操作时限和规定动作ꎬ有效

地提升了管理效率和规范性ꎮ 此外ꎬ系统还能定期

推送入账预警和管理督办ꎬ加强了事前风险预防和

事中执行的效果ꎮ 通过这种方式ꎬ该公司成功地将

财务支出管理从传统的事后处理转变为事前预防与

事中控制ꎬ显著提升了数智风险防控能力ꎬ优化了整

体业绩管理ꎮ

３　 结论

供电企业在提质增效和成本监审的压力下ꎬ需
要从预算管理、经营分析和绩效考核三个环节出发ꎬ
全面提升业绩管理水平ꎮ 通过增强全员业绩管理意

识、健全业绩管理制度以及加快信息化建设等ꎬ可以

有效解决当前存在的问题ꎬ助力企业实现高效运营

和持续发展ꎮ 同时ꎬ企业还应持续探索和应用新的

业绩管理工具和方法ꎬ以不断优化业绩管理体系ꎬ从
而推动企业向高效运营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迈进ꎮ
通过这些措施ꎬ企业不仅能有效应对当前的经营挑

战ꎬ还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优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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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背景下基层街镇内部审计优化策略研究

黄爱春

(南京市六合区冶山街道经济发展服务中心ꎬ江苏　 南京　 ２１１５００)


摘　 要: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ꎬ使我国城乡经济建设取得了长足发展ꎮ 由于基层街镇经济基础薄弱ꎬ传统的财政管理方

法已不能适应当前的经济发展需要ꎬ基层财政方面仍面临问题ꎮ 基于此ꎬ文章分析了基层街镇内审重要意义及存在问题ꎬ探讨了

基层街镇内部审计优化策略ꎮ

关键词:乡村振兴ꎻ经济发展ꎻ内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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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乡村振兴”是重要的国家战略ꎬ目标是推动农

村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的全面高质量发展ꎬ该政策

的目标是改进农村基础设施ꎬ提高群众生活质量ꎬ推

动农业现代化发展ꎬ加强乡村社会管理ꎬ使乡村资源

得到充分利用和发展ꎮ 这一策略既注重经济的发

展ꎬ又对可持续发展与生态文明的构建极其重视ꎬ达

到共同致富ꎬ减少城市与乡村之间差异的目的ꎬ全面

推动新时代下的社会和谐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党和政府带头过紧日子ꎬ目的是为老百姓过好日

子ꎬ这是我们党的宗旨和性质所决定的ꎮ 不论我们

国家发展到什么水平ꎬ不论人民生活改善到什么地

步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思想永远不能丢ꎮ”«２０２４

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提出ꎬ各级政府要习惯过

紧日子ꎬ真正精打细算ꎬ切实把财政资金用在刀刃

上、用出实效来ꎮ 强化预算约束和执行内部审计监

督ꎬ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ꎬ提升政府采购效率ꎬ多措

并举推动政府部门和预算单位精打细算过紧日子ꎬ

集中更多财政资源造福于民ꎮ 各级政府过紧日子已

成为深化财政预算改革ꎬ严肃财经纪律ꎬ提升财政治

理效能的制度性要求和成果ꎮ 因此ꎬ推进基层内部

审计尤为重要ꎬ既是提高管理效率、优化资源配置的

有效途径ꎬ也是推动基层街道城市高质量发展、加快

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环节ꎮ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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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乡村振兴背景下基层街镇内部审计的重

要意义

１.１　 提高街镇内部审计管理效率

随着我国乡村经济的迅速发展ꎬ街镇的经济管

理和社会发展都受到了极大的挑战ꎮ 过去ꎬ内部审

计工作依赖书面文件和手工流程ꎬ容易出错ꎮ 利用

信息技术处理电子数据ꎬ简化了数据处理过程ꎬ能够

使数据处理速度更快和更精准ꎮ 这样既可以使街镇

的会计资料得到即时更新ꎬ也可以使街镇的内审工

作更加透明、公平ꎬ让基层街镇内部审计工作人员在

对街镇的财政工作进行监控和检查的过程中ꎬ保证

了街镇的财政工作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方针ꎬ规

范财政管理ꎬ防范违法行为ꎮ

１.２　 推动街镇高质量发展

推进基层街镇内部审计管理信息化ꎬ促进街镇

经济高质量发展ꎮ 第一ꎬ通过内部审计工作ꎬ对街镇

内的各种资源进行分析优化分配ꎬ保证对街镇区内

各种资源的高效使用ꎬ对已有的资源进行合理使用ꎬ

并寻求外来的支援ꎻ拓宽渠道ꎬ推行街镇内审制度ꎬ

不仅可以提高基层经济管理工作的效率和透明度ꎬ

还能及时分析解决存在的问题ꎬ促进地方经济的发

展ꎮ 第二ꎬ在街镇开展内部审计工作时ꎬ要以自身的

发展为重点ꎬ通过优化街镇的营商环境ꎬ引进更多的

企业和资金ꎬ促进街镇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ꎮ 第三ꎬ

内部审计工作的核心是加强街镇的内部审计管理体

系建设ꎬ提升街镇的管理水平ꎬ从而发展街镇的特色

经济ꎬ提高街镇经济发展的市场竞争力[１]ꎮ

２　 基层街镇内部审计存在的主要问题

２.１　 内部审计机构人员配备不足

通常情况ꎬ街镇内部审计存在一人多岗兼职的

现象ꎬ人员配备不足ꎮ 人员专业知识不强ꎬ在实践工

作中ꎬ有部分是由非会计审计专业方面的人员来担

任的ꎮ 然而内部审计工作人员本身任务重、专业性

较强ꎬ另外ꎬ有些内部审计工作人员还兼任其他工

作ꎬ没有时间去研究和提高自身的专业知识ꎬ参与专

业知识培训的次数也极少ꎮ 同时ꎬ我国的基层街镇

审计部门大多合并在其他部门的工作方式(人员配

置不足)ꎬ没有单独设立ꎬ地位不高、独立性不强ꎮ

从目前开展内部审计工作的情况来看ꎬ基层内部审

计工作日益增加ꎬ而专业人才匮乏ꎬ致使街镇的内审

工作无法高质量开展ꎮ 另外ꎬ基层街镇地处城市的

郊区ꎬ条件艰苦、发展空间小ꎬ难以留住人才ꎬ导致内

部审计人员的整体素质和专业知识难以大幅提升ꎬ

财务审计及各类专项审计对专业性要求极高ꎬ内部

审计工作人员需要专业的审计知识和丰富的工作

经历[２]ꎮ

２.２　 内部审计制度不够完善

尽管国家对街镇审计进行了全面的认识ꎬ但仍

面临诸多问题ꎬ首先是内部审计制度的尚不健全ꎬ部

分基层街道镇存在着资金不足的问题ꎬ而且ꎬ在这一

过程中ꎬ缺少清晰、合理的内部审计管理体系ꎬ内部

审计管理整体无法得到有效实施ꎮ 基层缺乏科学的

内部审计制度ꎬ存在审计程序不规范、审计标准不明

确、审计监督不到位等情况ꎬ有可能增加街镇财政资

金使用风险ꎬ对基层内部审计管理产生负面影响ꎮ

部分街镇审计制度在流程上存在不规范的情况ꎬ例

如ꎬ在审核过程中ꎬ存在审核流程不严格、审核标准

宽松等问题ꎬ无法客观准确反映街镇财政资金的使

用情况ꎬ不利于提高街镇资金使用效率ꎮ 与此同时ꎬ

目前的街镇内部审核体系ꎬ往往只是针对较大的财

政项目ꎬ小规模的日常财政经济活动被忽视ꎬ造成审

计缺陷ꎮ

２.３　 内审工作信念滞后

目前ꎬ我国部分街镇在审计中发现审计观念落

后、创新意识淡薄、审计结果流于形式ꎬ未能从宏观

管理和机制运行的角度发现问题并提出适当的审计

意见ꎬ审计成果未能充分利用ꎮ 部分工作人员对基

层街镇的内部审计工作认识不深ꎬ一方面ꎬ在开展日

常内部审计工作时ꎬ有些人员以为只需记账正确就

行ꎬ没有注意细节工作ꎬ还有部分内审工作人员认

为ꎬ审计工作不是街镇工作的重点ꎬ不需要花费大量

的时间和精力投入ꎮ 在内部审计控制体系实施方

面ꎬ部分街镇往往无法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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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法»ꎬ内部审计工作程序不规范ꎬ内部审计工作

开展不严肃ꎮ 从内控制度和监管的角度来看ꎬ审计

部门对财政资金的使用没有开展严格的后续监管ꎮ

部分街镇主要负责人对内部审计工作没有给予足够

的重视ꎬ存在仅需完成年度审计计划敷衍想法ꎮ 内

部审计观念上的滞后ꎬ主要负责人及内部审计人员

对内审工作的理解不够透彻ꎬ对新的审计思想、新方

法的接受程度不高ꎬ工作人员仍然沿用以往的理念

和方式开展内部审计工作ꎬ极大地阻碍其提高内部

审计能力ꎮ 因此ꎬ要从强化街道内部审计人员的思

想意识入手[３]ꎮ

２.４　 内部审计控制体系尚不健全

街镇内部审计控制体系不够完善ꎬ既有体制层

次原因ꎬ也有业务层次问题ꎮ 在体制层次上ꎬ基层街

镇的内部审计工作职责划分不够明确ꎬ比如没有制

订并健全工作岗位的责任制ꎮ 在一些重要的职位

上ꎬ没有设立一岗双位ꎬ定期轮岗或独立的内部审计

岗ꎬ也存在内部审计控制体系的建设缺乏多元化和

统一性ꎬ流于形式等情况ꎮ 在业务上ꎬ内部审计控制

体系尚不健全ꎬ内部审计控制制度执行不够规范和

严格ꎬ工作态度散漫ꎬ工作流程非常随意ꎮ 目前ꎬ很

多街镇尚未建立一套完善的审计体系ꎬ也未建立一

支专业的审计队伍ꎬ没有配备专业内部审计人员ꎬ多

数由办公室、财务、监察等人员兼任ꎬ有些人员不具

备专业的业务知识ꎬ对审计工作不熟悉ꎬ对审计程序

流程也不清楚ꎬ导致内部审计工作难以高质量开展ꎬ

对建设项目缺乏有效监督和管理ꎮ

３　 基层街镇内部审计优化策略

３.１　 加强内部审计人员队伍建设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ꎬ要想强化基层政府的

内部审计ꎬ首先要有稳定的内审队伍ꎬ由于国家专项

建设经费大量下沉投入基层ꎬ工程项目的数量大幅

度增加ꎬ特别是在基层内部审计工作中ꎬ必须有一支

专业的审计人员团队ꎬ只有这样ꎬ才能使内审工作风

险降到最低ꎬ更好地完成各项内部审计工作ꎮ 其次ꎬ

确保街镇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内部审计的必由之路ꎮ

因此ꎬ街镇要按照法律规定ꎬ建立独立的内部审计组

织ꎬ选拔政治觉悟高、业务能力强、专业过硬的人员

进入内部审计部门工作ꎮ 内部审计部门的主管必须

具有审计、会计和经济学专业知识能力ꎻ并且有从事

法学或行政方面的工作经验ꎮ 再次ꎬ在人才培养领

域ꎬ有关部门需要围绕提高开展内审工作管理能力ꎬ

开设专门培训课程ꎬ为他们提供现代内部审计管理

和信息技术培训ꎬ提高他们运用该体系来进行审计

工作并为其提供决策支援的能力ꎬ以此来适应信息

化的发展ꎬ使基层街镇的内部审计管理的现代化程

度得到提高ꎮ 最后ꎬ在人力资源方面ꎬ根据街道内部

审计人员的实际构成和需求ꎬ增加编制ꎬ招聘具有高

级财务、行政工作经验和信息技术专业知识的公务

员、事业编制人员等ꎬ充实到内部审计工作人员队

伍ꎬ为街镇内部审计提供支持和新鲜血液ꎮ

３.２　 完善内部审计制度

完善街镇内部审计制度ꎬ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

和防范内审工作风险ꎮ 因此ꎬ不能忽略街镇内部审

计管理体系建设ꎮ 首先ꎬ明确基层内部审计程序ꎬ包

括制订内部审计计划、执行审计、撰写审计报告、审

计整改及审计成果运用等ꎬ保证基层内部审计工作

顺利开展ꎮ 需对街镇的财务工作加大监管力度ꎬ对

街镇的财政活动进行不定期审计ꎬ确保财务的各项

程序符合规定ꎬ执行审计工作客观公正ꎮ 其次ꎬ强化

基础培训和进修ꎮ 要定期对基层街镇的内部审计人

员进行相关专业知识的培训与学习ꎬ让他们的专业

素质与专业技术得到提升ꎬ同时也要适时对内部审

计控制体系进行完善ꎬ加强对街镇内部审计控制组

织领导的重视程度ꎮ 建立健全内部审计控制体系长

效机制ꎬ健全街镇的审计内控体系ꎬ使其标准化ꎬ保

证审计工作底稿真实完整ꎬ做好内部审计工作ꎻ只有

这样ꎬ才能更好地发挥审计的内部控制的功能ꎮ 最

后ꎬ强化内部审计控制信息化建设ꎬ建立街镇内部审

计控制信息系统ꎬ重点是资金管理、实务管理和工程

项目管理ꎬ使街镇内部审计控制水平得到全面提升ꎮ

通过引进信息科技ꎬ构建了一套街镇内部审计控制

体系ꎬ以确保审计工作的高效、准确ꎬ并加大对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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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的监管力度ꎻ健全审计制度ꎬ财务监督ꎬ绩效监

督相结合的体制ꎬ对街镇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全程、多

渠道的监督ꎮ 并且内审部门需将审核的结果定期报

告给街镇的主要负责人ꎬ针对发现的问题给出改善

建议ꎬ把审计结论和整改信息及时函告相关当事人ꎬ

使工作透明度提高[４]ꎮ

３.３　 提高内部审计人员工作信念

目前ꎬ基层街镇内部审计人员的整体素质以及

工作理念意识不够强ꎬ在开展内部审计工作过程中ꎬ

可能会遇到合规性差、流程缺失等无法解决的问题ꎮ

因此ꎬ提高基层街镇内部审计工作人员的专业能力、

整体素养及工作信念ꎬ是提高有效开展内审工作的

重要途径ꎮ

一方面ꎬ要全方位增强培训的学习观念ꎬ提高内

审人员的素质ꎬ对其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系统的培

训ꎬ强化内审人员的工作责任ꎬ使其熟练运用预算、

财务及资产核算管理软件ꎬ提高其业务处理技能ꎬ有

效解决内审人员对专业知识理解不够的问题ꎬ加强

基层内部审计人员队伍建设ꎮ 举办内部审计人员专

题培训班ꎬ大大提升了内部审计人员的工作水平和

业务能力ꎬ为履行在职责范围内开展内部审计工作

提供了保障ꎮ 另一方面ꎬ构建和完善基层内部审计

干部考核管理体系ꎬ并对其进行评估ꎬ健全各种奖励

和惩罚体系ꎬ运用正面的奖惩方法及绩效等各种方

法ꎬ将内部审计人员的工作热情充分地激发出来ꎬ建

立起一支全面、高素质、专业的队伍ꎮ 让内部审计人

员提高思想认识ꎬ在工作中力求突破ꎬ使得独立性和

专业性得到进一步提升ꎬ责任感和使命感得到强化ꎮ

３.４　 优化内部审计工作控制体系

完善基层内部审计控制体系ꎬ是做好基层街镇

内部审计工作的第一步ꎮ 应从以下三个方面构建和

完善符合基层街镇、符合科学的内审程序:第一ꎬ要

增强对审计工作重要性的观念ꎮ 让街镇负责人及部

门对审计工作进行全面的了解ꎬ同时要增强防范财

务的风险意识ꎬ从根源上加强对基层政府经济运行

的内部审计控制体系建设的意识ꎮ 第二ꎬ加强内部

审计体系建设ꎮ 由于基层街镇政府工作环境的特殊

性ꎬ从事内部审计工作人员素质参差不齐ꎬ专业化程

度不高ꎮ 另外ꎬ基层的工作非常复杂ꎬ因此ꎬ审计工

作很难高效开展ꎬ限制了内部审计在事前、事中和事

后的活动ꎬ可以制订系统的内部审计控制制度ꎮ 第

三ꎬ运用内审控制手段可以有效防范内部审计风险ꎮ

由内部审计工作人员组建检查组ꎬ对本辖区内各部

门、国有企事业单位及村社区的财务工作开展督导、

检查ꎬ并能及时地查出其内控方面的不足之处ꎮ 除

此之外ꎬ同时ꎬ要把健全的基层内部审计制度融入日

常管理中ꎬ确保不出现建设过多、效率低下等问题ꎮ

在此过程中ꎬ要进一步加强基层街镇内部审计控制

质量ꎬ为街镇发展创造良好的基础[５]ꎮ

４　 结论

随着我国大数据建设的持续发展以及乡村振兴

战略的快速推进ꎬ我国内部审计工作信息化也面临

新机遇ꎮ 加强制度建设、培养和引进人才、确保政治

和资金支持ꎬ才能使基层街镇内部审计管理信息化

更好发展ꎮ 在这个过程中ꎬ基层街镇的内部审计工

作可以变得更加高效ꎬ更加透明ꎬ更加智能化ꎬ从而

有效地推动街镇的整体振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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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镇银行财税合规管理中风险控制策略研究

李　 燕

(泸水中成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ꎬ云南　 怒江　 ６７３１９９)


摘　 要:近年来ꎬ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ꎬ村镇银行在普惠金融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ꎮ 然而ꎬ由于其规模较小、业务复

杂、内部控制相对薄弱ꎬ村镇银行在财税合规管理方面面临诸多挑战ꎮ 财税合规不仅涉及遵守相关法律法规ꎬ还关乎银行的经营

安全和可持续发展ꎮ 有效的风险控制策略对保障村镇银行财税合规ꎬ维护金融市场稳定具有重要意义ꎮ 文章旨在探讨村镇银行

在财税合规管理中面临的主要风险ꎬ并提出切实可行的风险控制策略ꎬ以提升村镇银行的财税合规水平和整体风险管理能力ꎮ

这不仅有助于提高村镇银行的运营效率ꎬ也为监管机构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依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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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村镇银行作为普惠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ꎬ在支

持地方经济和服务小微企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ꎮ

然而ꎬ村镇银行在财税合规管理方面面临诸多挑战ꎮ

村镇银行规模相对较小、业务复杂且内部控制机制

较为薄弱ꎬ在税收申报、财务报表编制以及合规管理

方面常常存在风险ꎮ 特别是在财税法规日益严格和

复杂的背景下ꎬ村镇银行的合规压力不断增大ꎮ 有

效的财税合规管理不仅是防范财务风险的必要手

段ꎬ也是维护金融市场稳定和银行自身长期发展的

关键ꎮ 因此ꎬ深入研究村镇银行在财税合规管理中

面临的风险ꎬ并探讨有效的控制策略ꎬ对提升村镇银

行的财税合规水平、降低经营风险以及促进其健康

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ꎮ

１　 村镇银行财税合规管理中的风险分析

１.１　 法规变动带来的不确定性

１.１.１　 法规频繁变动的影响

村镇银行在财税合规管理中ꎬ首当其冲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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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法规频繁变动带来的不确定性ꎮ 由于我国财税

政策和金融法规经常调整ꎬ村镇银行需要不断更新

其内部政策和操作流程以适应新的法规要求ꎮ 然

而ꎬ法规变动的频繁性使得村镇银行难以迅速、准确

地进行调整ꎬ导致合规风险增加ꎮ 特别是新出台的

法规往往细节复杂、覆盖面广ꎬ村镇银行如果不能及

时解读和应用ꎬ可能会出现合规问题[１]ꎮ 例如ꎬ新

的税收优惠政策或财务报表披露要求出台时ꎬ银行

需要投入大量资源进行学习和系统更新ꎬ这不仅增

加了运营成本ꎬ还可能因政策理解偏差或操作失误

而产生违规行为ꎬ进一步加剧合规风险ꎮ

１.１.２　 政策解读与实施的挑战

法规变动带来的另一个问题在于政策的解读与

实施ꎮ 村镇银行通常缺乏专业的合规团队ꎬ在政策

解读和实施过程中存在较大困难ꎮ 复杂的财税法规

需要专业人员进行详细解读ꎬ并根据银行的具体情

况实施ꎮ 而村镇银行资源有限ꎬ难以吸引和留住高

水平的财税专业人才ꎬ这使得他们在面对新的政策

时ꎬ常常依赖外部咨询机构或监管部门的指导ꎮ 然

而ꎬ这种外部依赖不仅增加了成本ꎬ也带来了时间上

的滞后性ꎮ 在政策解读和实施过程中ꎬ如果出现误

解或操作不当ꎬ村镇银行可能会面临监管处罚和财

务损失ꎬ进一步影响其业务稳定性ꎮ

１.２　 财务报表的准确性问题

１.２.１　 数据准确性的挑战

在村镇银行的财税合规管理中ꎬ操作风险的一

个重要方面是财务报表的准确性问题ꎮ 村镇银行的

业务种类繁多ꎬ财务数据的来源复杂且数量庞大ꎬ确

保财务数据的准确性成为一项艰巨的任务ꎮ 财务报

表的数据准确性直接关系到银行的经营管理和外部

审计ꎬ任何数据的错误都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ꎮ 例

如ꎬ在贷款业务中ꎬ如果贷款数据录入不准确ꎬ会直

接影响贷款利息的计算和收取ꎬ进而影响银行的收

入和利润[２]ꎮ 此外ꎬ财务报表中的错误还可能导致

税务申报不准确ꎬ增加税务风险和罚款的可能性ꎮ

１.２.２　 系统和技术问题

操作风险还体现在财务管理系统和技术手段的

不足上ꎮ 村镇银行资金和技术资源有限ꎬ财务管理

系统往往无法满足高效、准确的数据处理需求ꎮ 传

统的手工操作和陈旧的系统在处理大量复杂的财务

数据时容易出错ꎬ这不仅增加了财务报表的错误率ꎬ
还降低了数据处理的效率和准确性ꎮ 特别是在数据

整合和报表编制过程中ꎬ系统的性能和稳定性对数

据的准确性至关重要ꎮ 如果系统存在技术漏洞或故

障ꎬ将直接影响财务数据的准确性和完整性ꎬ进一步

增加操作风险ꎮ
１.３　 经济环境变化对财税合规的影响

１.３.１　 经济波动对税收收入的影响

市场风险中ꎬ经济环境变化对村镇银行财税合

规的影响尤为显著ꎮ 经济环境的波动直接影响银行

的业务量和盈利水平ꎬ从而影响其税收收入和缴税

能力ꎮ 在经济下行期ꎬ企业和个人贷款需求减少ꎬ村

镇银行的业务收入下降ꎬ税收收入相应减少ꎬ可能导

致税务负担难以承担ꎮ 例如ꎬ经济衰退期间ꎬ企业还

款能力下降ꎬ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上升ꎬ财务压力增

大ꎬ税务负担相对增加ꎮ 这种情况下ꎬ银行在税务合

规管理上容易出现问题ꎬ如延迟缴税或少缴税款ꎬ增
加税务风险ꎮ

１.３.２　 利率波动的影响

利率波动也是影响村镇银行市场风险的重要因

素ꎮ 利率变化直接关系到银行的贷款和存款业务ꎬ
进而影响财务报表和税务合规ꎮ 利率上升会增加借

款人的负担ꎬ可能导致贷款违约率上升ꎬ影响银行的

盈利和税收收入ꎮ 而利率下降虽然可能刺激贷款需

求ꎬ但也会压缩银行的利差收入ꎬ影响其整体盈利能

力ꎮ 无论利率上升还是下降ꎬ村镇银行都需要在财

务报表和税务申报中进行相应的调整ꎬ以确保合

规[３]ꎮ 然而ꎬ利率波动的不确定性增加了银行在财

税合规管理中的难度ꎬ需要银行具备更高的风险应

对能力ꎮ

２　 村镇银行财税合规管理中的风险控制

策略

２.１　 基于 ＥＲＰ 系统的财税管理

２.１.１　 ＥＲＰ 系统在村镇银行内控机制中的应用

ＥＲＰ(企业资源规划)系统在村镇银行财税合

规管理中发挥着关键作用ꎮ ＥＲＰ 系统通过集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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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息管理平台ꎬ能够实现财务、税务、人力资源、采

购等多方面的统一管理ꎮ 村镇银行可以利用 ＥＲＰ

系统来加强内控机制的建设ꎬ以确保财税管理的合

规性和高效性ꎮ 具体技术参数方面ꎬＥＲＰ 系统通常

包括财务模块、税务模块、采购模块和人力资源模块

等ꎬ每个模块通过统一的数据库和接口进行数据交

互和共享ꎮ 例如ꎬＳＡＰ ＥＲＰ 系统中的 ＦＩ(财务会计)

模块和 ＣＯ(管理会计)模块ꎬ通过集成的财务管理

流程ꎬ实现了从会计凭证录入、审核、报表生成到税

务申报的全流程管理ꎮ

２.１.２　 自动化审核与数据验证

ＥＲＰ 系统的自动化审核和数据验证功能是其

内控机制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村镇银行可以利

用 ＥＲＰ 系统的自动化审核与数据验证功能ꎬ实现财

务数据的实时审核和验证ꎬ减少人为操作带来的错

误和风险ꎮ 具体来说ꎬＥＲＰ 系统中的自动化审核功

能能够设置多级审核流程ꎬ每一级审核由不同的授

权人员进行ꎬ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合规性ꎮ 例如ꎬ在
ＳＡＰ ＥＲＰ 系统中ꎬ可以设置三层审核机制ꎬ第一层

由业务部门初审ꎬ第二层由财务部门复审ꎬ第三层由

内部审计部门终审ꎮ 每一层审核过程中ꎬ系统会自

动验证数据的正确性ꎬ如核对会计科目、检查凭证编

号、验证税务计算等ꎮ 同时ꎬＥＲＰ 系统的异常数据

提醒功能ꎬ可以实时监控数据异常情况ꎬ并自动生成

预警报告ꎬ帮助管理层及时发现和处理问题ꎮ

２.２　 基于在线培训平台的实施

２.２.１　 在线培训平台在合规培训中的应用

在村镇银行的财税合规管理中ꎬ合规培训与文

化建设是不可或缺的环节ꎮ 在线培训平台为村镇银

行提供了高效、灵活的培训工具ꎬ帮助员工及时了解

最新的财税法规和合规要求ꎮ 具体技术参数方面ꎬ
在线培训平台通常包括课程管理、学习管理、考试评

估和数据分析等模块ꎮ 例如ꎬ基于 Ｍｏｏｄｌｅ 的在线培

训平台ꎬ可以创建和管理各种财税合规培训课程ꎬ设

置学习路径和进度ꎬ跟踪学员的学习情况和考试成

绩[４]ꎮ 同时ꎬ平台的互动功能ꎬ如在线讨论、实时答

疑、模拟测试等ꎬ可以增强培训的效果和员工的参

与度ꎮ

２.２.２　 定制化培训课程与进度管理

在线培训平台的定制化培训课程和进度管理功

能ꎬ是村镇银行合规培训的重要技术手段ꎮ 通过定

制化培训课程ꎬ村镇银行可以根据员工的岗位职责

和专业背景ꎬ设计有针对性的培训内容ꎬ提高培训的

针对性和实效性ꎮ 例如ꎬ在 Ｍｏｏｄｌｅ 平台上ꎬ可以为

不同部门的员工设置不同的财税合规课程ꎬ如为财

务部门员工提供税务申报和财务报表编制的培训ꎬ

为业务部门员工提供贷款合规和风险控制的培训ꎮ
平台还可以设置学习进度管理功能ꎬ根据员工的学

习进度和表现ꎬ调整课程内容和难度ꎬ确保每位员工

都能掌握必要的合规知识和技能ꎮ 此外ꎬ在线培训

平台的进度提醒功能ꎬ可以通过邮件、短信等方式ꎬ
提醒员工按时完成学习任务ꎬ避免培训进度拖延ꎮ

２.２.３　 考试评估与效果反馈

在线培训平台的考试评估与效果反馈功能ꎬ有

助于村镇银行评估合规培训的效果ꎬ及时改进培训

内容和方法ꎮ 例如ꎬ在 Ｍｏｏｄｌｅ 平台上ꎬ可以设置各

种形式的考试评估ꎬ如选择题、判断题、案例分析等ꎬ

全面考查员工对财税合规知识的掌握情况ꎮ 平台的

自动评分功能ꎬ可以快速生成考试成绩报告ꎬ帮助培

训管理者了解员工的学习效果和不足之处ꎮ 平台的

效果反馈功能ꎬ可以通过问卷调查、培训反馈表等方

式ꎬ收集员工对培训内容、方法和效果的意见和建

议ꎬ及时改进培训方案ꎬ提高培训的质量和效果ꎮ 此

外ꎬ在线培训平台的学习记录功能ꎬ可以详细记录每

位员工的学习时间、考试成绩和反馈意见ꎬ作为员工

绩效考核和晋升的重要依据ꎮ

２.３　 基于 ＲＰＡ 技术的税务合规管理

２.３.１　 ＲＰＡ 技术在税务合规管理中的应用

在村镇银行的财税合规管理中ꎬＲＰＡ(机器人流

程自动化)技术的应用极大地提高了税务管理的效

率和准确性ꎮ ＲＰＡ 技术通过模拟人工操作ꎬ自动执

行重复性、规则化的税务工作ꎬ如税务申报、税票核

对、报表生成等ꎮ 具体技术参数方面ꎬＲＰＡ 软件机

器人可以在后台运行ꎬ自动登录税务系统、提取和处

理数据、生成税务申报表单等ꎮ 例如ꎬ基于 ＵｉＰａｔｈ

的 ＲＰＡ 平台ꎬ可以设置机器人按预定的流程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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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ꎬ自动完成税务申报和审核工作ꎬ减少人工操作的

错误和延误ꎬ提高税务管理的合规性和效率ꎮ

２.３.２　 自动化税务申报与数据核对

ＲＰＡ 技术的自动化税务申报和数据核对功能ꎬ

是村镇银行税务合规管理的重要手段ꎮ 通过 ＲＰＡ

机器人ꎬ村镇银行可以实现税务申报的全自动化处

理ꎬ减少人工干预ꎬ提高申报的准确性和及时性ꎮ 例

如ꎬ在 ＵｉＰａｔｈ 平台上ꎬ可以设置机器人按月、按季度

或按年度自动登录税务系统ꎬ提取财务数据ꎬ计算应

缴税额ꎬ并生成税务申报表单ꎮ 同时机器人还可以

自动将申报表单提交到税务系统ꎬ完成申报过程ꎮ

对税票核对ꎬＲＰＡ 机器人可以自动从财务系统和税

务系统中提取相关数据ꎬ进行对比和核对ꎬ发现异常

数据并生成核对报告ꎬ帮助税务管理人员及时发现

和处理问题ꎬ确保税务数据的一致性和准确性ꎮ

２.３.３　 报表生成与异常预警

ＲＰＡ 技术的报表生成和异常预警功能有效提

升了村镇银行的税务合规管理水平ꎮ 通过 ＲＰＡ 机

器人ꎬ村镇银行可以自动生成各种税务报表ꎬ如增值

税申报表、企业所得税申报表等ꎬ确保报表的及时性

和准确性ꎮ 例如ꎬ在 ＵｉＰａｔｈ 平台上ꎬ可以设置机器

人按预定的时间表ꎬ自动从财务系统中提取数据ꎬ生

成符合税务要求的报表ꎬ并将报表发送给相关管理

人员[５]ꎮ 对异常预警ꎬＲＰＡ 机器人可以实时监控税

务数据的变化ꎬ如税额异常增长、税务申报延迟等情

况ꎬ自动生成预警报告ꎬ提醒管理层及时采取措施ꎬ

防范税务风险ꎮ 此外ꎬＲＰＡ 技术的可追溯性功能ꎬ

可以详细记录每一步操作的时间、内容和结果ꎬ为税

务审计和合规检查提供可靠的证据和依据ꎮ

３　 结论

在村镇银行的财税合规管理中ꎬ内控机制建设、

合规培训与文化建设、信息化手段的应用等策略ꎬ均

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ꎮ 通过 ＥＲＰ 系统的应用ꎬ村

镇银行能够实现财务、税务等多方面的统一管理ꎬ提

高数据处理的准确性和管理效率ꎮ ＥＲＰ 系统的自

动化审核与数据验证、实时财务报表与税务申报等

功能ꎬ有效降低了合规风险ꎬ确保了财税管理的高效

性和合规性ꎮ 合规培训与文化建设方面ꎬ通过在线

培训平台ꎬ村镇银行能够为员工提供灵活、高效的培

训工具ꎬ帮助他们及时掌握最新的财税法规和合规

要求ꎮ 在线培训平台的定制化培训课程和进度管

理、考试评估与效果反馈功能ꎬ提升了培训的针对性

和实效性ꎮ 合规培训不仅增强了员工的合规意识和

技能ꎬ也为村镇银行的整体合规文化建设奠定了基

础ꎮ 信息化手段中的 ＲＰＡ 技术应用ꎬ极大地提高了

税务管理的效率和准确性ꎮ ＲＰＡ 机器人通过自动

化执行重复性、规则化的税务工作ꎬ减少了人工操作

的错误和延误ꎮ 自动化税务申报与数据核对、报表

生成与异常预警等功能ꎬ帮助村镇银行实现了税务

管理的全自动化处理ꎬ确保了税务数据的一致性和

准确性ꎬ降低了税务风险ꎮ

参考文献:
[１]何广文ꎬ李倩.财税扶持与村镇银行绩效:“发展论”还是

“依赖论”? ———来自全国 １１７７ 家村镇银行面板数据的

证据[Ｊ].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ꎬ２０２１(２):

５－１８.

[２]徐捷.商业银行税务数字化管理现状与实践探析[ Ｊ].企

业改革与管理ꎬ２０２４(５):１０８－１１０.

[３]唐小虎.浅析“空转”“走单”和融资性贸易引发的财税风

险[Ｊ].投资与创业ꎬ２０２４ꎬ３５(１０):２２－２４.

[４]方红生ꎬ张旭飞ꎬ郭林ꎬ等.财税普惠度与企业生产率[Ｊ].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ꎬ２０２４ꎬ４４(３):１－１６.

[５]罗梦凡.生产性老龄化视域下时间银行互助养老问题研

究[Ｊ].大庆社会科学ꎬ２０２４(３):１１９－１２３.

作者简介:李燕ꎬ女ꎬ河北滦南人ꎬ泸水中成村镇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ꎬ研究方向:财税金融ꎮ

—８２—



管理探索

艺术类高校全面预算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以 Ａ 艺术类高校为例

李志彬

(天津音乐学院财务处ꎬ天津　 ３００１７１)


摘　 要:在高校财务需求逐渐提升的大背景下ꎬ如何提高高校预算管理水平是所有高校包括艺术类高校亟待解决的问题ꎮ

文章以 Ａ 艺术类高校作为案例ꎬ沿着预算管理的流程主线ꎬ深入探讨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出台后实际预算管理工作中面临的困

境ꎬ提出 Ａ 艺术类高校在预算规划、预算编制、预算执行和预算绩效评价等方面的应对策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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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高校预算管理是以学校的发展目标和战略为根

据编制的财务收支计划ꎬ是高校财务管理的重要组

成部分ꎮ ２０２３ 年 １ 月 １ 日起ꎬ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

改变原有的预算管理机制ꎬ正式开始全面推进实

施[１]ꎮ 党的二十大报告“健全现代预算制度”的提

出ꎬ也对高校预算管理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ꎬ高校预

算管理工作步入全新的发展阶段ꎮ 如何使预算制度

规范统一、科学实效ꎬ已成为促进高校可持续发展所

必须应对的重要课题ꎮ

１　 研究背景

１.１　 Ａ 艺术类高校预算管理体制

Ａ 艺术类高校是以培养音乐、舞蹈、戏剧、影视

专门人才为发展目标的高等艺术教育学府ꎮ 学校实

行与“统一领导、集中管理”财务管理体制相适应的

预算管理机制ꎬ按照管理级次ꎬ建立校内经济责任

制ꎬ确保预算及时、准确、严格执行ꎮ 预算决策机构

为学校党委常委会ꎬ预算日常统筹管理机构为财务

处ꎬ校内各部门(项目)是学校预算的具体执行机

构ꎮ 预算管理主要遵循全面性原则、稳妥性原则、效
益性原则和重点性原则ꎮ

１.２　 Ａ 艺术类高校预算管理流程概况

学校预算的编制实行“二上二下”ꎬ根据学校

“三重一大”相关议事规则进行审议ꎮ
１.２.１　 “一上”阶段

校内相关职能部门向学校ꎬ以及学校向主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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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分别报送预算基础信息资料和预算建议方案ꎮ 校

内相关职能部门根据要求及时组织收集预算基础信

息资料并报财务处ꎮ 财务处根据年度事业发展计划

和预算编制政策规定等ꎬ汇集基础信息资料ꎬ编制

“一上”预算建议方案ꎬ经学校党委常委会研究同意

后上报主管部门ꎬ主管部门汇总后报送财政部门ꎮ
１.２.２　 “一下”阶段

财政部门向学校、学校向校内各部门(项目)下
达预算控制数ꎮ 财务处负责传达财政部门关于年度

预算编制的基本要求和政策标准ꎬ结合学校事业发

展需要进行论证、测算ꎬ进而向各部门(项目)下达

年度支出预算控制数ꎬ布置填报预算文本ꎮ
１.２.３　 “二上”阶段

主要是校内各部门(项目)向学校、学校向财政

部门分别报送年度预算草案ꎮ 财务处对各部门(项
目)报送的年度收支预算进行汇总、论证和初审ꎬ发
现问题及时反馈、调整ꎮ 初审后的预算草案ꎬ经学校

党委常委会研究同意后上报主管部门ꎬ主管部门汇

总后报送财政部门ꎮ
１.２.４　 “二下”阶段

主要是财政部门向学校、学校向校内各部门

(项目)下达年度批复的预算ꎬ并监督预算执行ꎮ 财

务处根据审核批复的预算进行统筹协调ꎬ制订部门

(项目)预算分配方案ꎬ经学校党委常委会审定后ꎬ
正式下达校内各部门(项目)经费预算ꎬ组织预算执

行并做好预算公开工作ꎮ

２　 Ａ 艺术类高校全面预算管理存在的问题

２.１　 预算管理规划领域

２.１.１　 预算战略前瞻性不足

Ａ 艺术类高校部分预算项目并未站在学校的总

体战略角度规划ꎬ各部门未以预算项目与学校长远

发展战略的匹配度为首要衡量标准ꎬ而是以项目当

前的可行性和紧急性作为立项原则ꎬ拘泥于以具体

事宜为筹划口径ꎬ前瞻性不足ꎮ 特定目标类项目支

出ꎬ即专项资金大多由归口部门统筹ꎬ形式和流程上

习惯于一线教学部门自下而上的数据报送和归集ꎬ
把一个“大”项目简单地切割成 ｎ 个“小”项目ꎬ项目

规划上缺乏基于艺术类高校办学特色考量的合理分

配调整机制ꎮ 而一线教学部门往往对艺术发展更专

业更有发言权ꎬ却没有实质性地参与“大”项目的规

划ꎬ导致预算项目的规划缺乏整体性和长远性视野ꎮ
２.１.２　 预算整体缺乏业财协同性

高校预算管理需要高校内各部门的支持与配

合ꎬ高校应将“业财融合”理念运用到实际工作中ꎬ
使其在高校的整个预算管理过程中得以贯彻实

施[２]ꎮ Ａ 艺术类高校的预算管理缺乏基于业财融合

理念的贯彻ꎬ不能通过可共享化的财务信息管理平

台使得财务处和各部门充分沟通并了解预算管理

决策ꎮ
各部门的系统和财务处的预算管理系统尚未做

到集中统一ꎬ数据来源口径不一致ꎬ导致预算管理缺

乏业务协同ꎮ 例如ꎬ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中的资产

管理模块、资产管理部门的资产管理系统、财务处账

务系统中的会计核算模块三者未能完成对接ꎬ无法

实现数据整体的共享和制约ꎬ不利于资产在预算中

的统一管理ꎮ
２.２　 预算管理编制领域

２.２.１　 单位整体预算管理意识及参与度有待

提高

学校财务处无法完全掌握各预算执行部门基于

实际工作需求的预算资金安排ꎬ需要各预算执行部

门在预算编制的“一上”和“二上”阶段积极配合ꎬ才
能在执行环节对预算的全面运行轨迹有深刻的了

解ꎮ 各部门编制时不精心ꎬ“先把钱要下来”ꎻ执行

时又认为编制不合理ꎬ“花的时候才计划”ꎬ最终可

能导致预算执行缺乏严肃性ꎮ
受艺术院校师资资源的限制ꎬ艺术类高校的管

理层大多是艺术教育领域的专家、学者ꎬ教职工也大

多都有艺术教育背景ꎬ参与预算管理积极性薄弱且

缺乏财务基础知识的储备ꎬ单位整体预算管理意识

及参与度有待提高ꎮ
２.２.２　 编制方法缺少科学性

高校可以在编制预算的过程中采取多种预算方

法ꎬ根据各下属部门的实际情况ꎬ因地制宜ꎬ采取合

适的预算编制方法ꎮ Ａ 艺术类高校在预算管理中提

倡采取零基预算编制方法ꎬ但是各部门在实际编制

时习惯以“经验＋估计”为主ꎬ使用传统的增量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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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ꎮ 编制基础的衡量上可能缺乏本年及以后年度的

发展目标ꎬ导致编制基础缺乏一定的科学性ꎮ 同时

高校的产出效益不能完全以社会效益为考核指标量

化ꎬ尤其是像艺术类高校这种专注于人文视角的科

研专项资金的研究在预算编制环节缺乏对效益与投

入成本的配比评估ꎬ对资源的投入规律缺乏可参考

的外部标杆ꎬ也会导致预算编制科学性不足ꎮ
２.３　 预算管理执行领域

２.３.１　 预算执行过程中主观性较强

预算执行过程中容易产生走向“两个极端”ꎬ一
种是个别部门认为预算一经上会和批准ꎬ则需要全

过程严格执行ꎮ 遇到预算支出方向变更的事项ꎬ缺
乏预算执行过程中的动态调整和及时反馈合理的预

算调整申请ꎬ导致预算执行进度缓慢ꎬ资金使用效率

低下ꎻ另一种是个别部门执行过程中频繁进行预算

追加或者在部门预算控制范围内调整经济分类支出

额度ꎬ把预算编制环节因缺少科学谋划造成的预算

执行环节中的预算追加或者调整归因于事项的紧急

性ꎮ 这两种情况在预算执行过程中会导致高校内部

财务资源配置不合理ꎬ资金紧缺与浪费并存的矛盾

现象依然普遍存在ꎮ
２.３.２　 预算执行时间存在“断点性”
艺术类高校部分资金支出存在时效性ꎬ如果预

算额度下达时间晚于用款需求ꎬ会造成经济业务已

经发生但是没有相应的预算资金支持ꎬ出现“花钱”
和“来钱”时间上的脱节ꎮ 例如ꎬ原创歌剧的大型演

出ꎬ剧目创作、师生排练、专家指导、舞美搭建、宣传

制作等演出前期会产生较多相关支出ꎬ用款需求对

时效性的要求较高ꎮ 如果预算资金未能及时下达ꎬ
基于演出的紧迫性ꎬ学校只能用自筹资金在项目前

期先行垫付符合当初预算安排的必要支出ꎬ等财政

拨款下达再向上级申请资金归垫ꎬ“花钱”和“来钱”
时间上的脱节可能导致学校资金周转的风险ꎮ

２.４　 Ａ 艺术类高校预算管理绩效评价领域

２.４.１　 预算绩效评价激励机制尚不完善

财务处的预算执行情况分析更多地停留在预算

资金执行率等财务指标的计算上ꎬ预算绩效评价缺

少财务指标与非财务指标的结合ꎮ 绩效评价结果与

激励机制脱节ꎬ影响一线从事教学、科研人员的积极

性ꎬ无法将业务预期成果的定性评价与一线教职工

的年终考核、晋升挂钩ꎬ进而影响艺术类高校预算绩

效管理的水平ꎮ
２.４.２　 预算绩效组织机构协同不足

预算绩效管理需要强有力的执行机构ꎬ强调发

挥各部门的配合作用ꎬ共同监督预算管理的顺利进

行[３]ꎮ Ａ 艺术类高校虽然高度重视预算管理ꎬ但是

未能成立针对预算绩效管理的主体机构ꎮ 绩效管理

基本由财务处主要负责ꎬ预算绩效管理各部门之间

缺乏协调ꎬ导致绩效评价过程中的信息沟通不畅ꎬ影
响评价效果ꎮ

３　 Ａ 艺术类高校全面预算管理的改进建议

３.１　 通过“顶层设计”保障预算管理的全面性

全面性是有效开展预算管理工作的基础ꎮ 如果

要使预算在编制、执行、评价等环节达到“全面”ꎬ就
一定要从“顶层设计”开始ꎬ构建完善的预算管理结

构ꎬ对预算管理的编制路径、部门考核、管理体制、组
织架构、人员参与等方面进行全面的设计ꎮ

就 Ａ 艺术类高校的预算管理组织机构设置而

言ꎬ预算管理议事、决策机构为校长办公会和党委常

委会ꎮ 文章认为ꎬＡ 校应成立由一线教学、科研、人
事、资产管理等重要部门的负责人和专家共同参与

的预算管理委员会ꎬ该委员会应能够获得较高的独

立性且有效监督全面预算管理的执行ꎮ 尤其是专家

的参与对艺术类高校的预算管理尤为重要ꎬ预算执

行的效果取决于执行者对计划或方案理解的充分

性ꎬ而这些专家正是艺术科研专项资金项目的重要

执行者ꎮ 部分高校采取建立相关专家库ꎬ由教职工

代表大会从专家库中选举产生有资格的人选担任委

员ꎬ以个人身份而非代表校内部门身份行使预算管

理的决策权[４]ꎮ 这样在建立预算管理决策机构建

立模式上的探索和尝试是有益的ꎬ值得借鉴ꎮ
就 Ａ 艺术类高校的预算管理内容和流程而言ꎬ

全面预算管理应抛弃以花钱的数量为主的财务预

算ꎬ而是以花钱的质量效果为依据ꎬ全面推动高校在

培养艺术人才的过程中进行价值创造ꎮ 制度层面应

秉持原则性和灵活性兼顾ꎮ 原则性意味着严格按照

上级要求专款专用ꎬ灵活性体现在应考虑艺术类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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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的实际用款需求和拨款收入不匹配的矛盾ꎬ考虑

花钱的效果是否利于高校核心目标的实现ꎬ将“资
金总盘子打通打活”ꎮ

３.２　 增强预算执行主体的责任意识

在信息化的大背景下ꎬ应对照高校赋予预算执

行部门的职责使命ꎬ增强预算执行主体的责任意识ꎮ
财务人员提高严谨性ꎬ严格把控预算管理制度和预

算项目开支范围ꎬ尤其对各专项资金使用进度进行

实时监督把控ꎬ及时反馈信息给各预算执行主体ꎻ执
行人员提高自主性ꎬ不仅做到执行有力度ꎬ还要及时

反馈执行中存在的问题ꎻ全体相关人员要提高觉悟

性ꎬ勇于承担文化宣传者的责任ꎬ在高校内部营造良

好的预算管理环境ꎮ 例如ꎬ每年预算“一上”之前财

务处统筹的预算工作布置会议ꎬ不应局限于财务人

员按照以往经验一味地“布置任务”ꎬ主要归口部门

应该积极地将教学一线的用款需求和计划提出ꎮ 这

样会减少一些部门“想花钱”的时候ꎬ“埋怨”财务处

当初“不给钱花”ꎬ而一些部门却“有钱没处花”的尴

尬局面发生ꎬ避免互相推诿责任ꎬ从而实现全员共同

为学校的财务建设工作努力的良好局面ꎮ
３.３　 建立科学系统的预算编制体系

预算编制工作的第一步是自下而上地对学校发

展规划进行修改ꎬ但是规划不应固化ꎬ规划想要具备

生命力必须制订滚动规划ꎬ每年对规划的目标进行

修订和调整ꎬ使其变得越来越切实可行ꎮ 编制模式

也应该向多元化转型ꎬ能够切实实行零基预算ꎬ结合

上一周期预算分析和绩效评价调整、编制中把控学

校全部资金来源和预算范畴ꎬ做到与绩效预算和滚

动预算相配合ꎬ将预算编制的核心工作构造成一个

闭合、不断提升的循环ꎮ
编制的技术层面也应注重基于数据挖掘的云会

计平台建设ꎮ 在“互联网＋”的新时代背景下ꎬ充分

利用信息共享手段ꎬ打破传统模式手工收集数据、层
层传递造成降低时效性的壁垒ꎬ加强各部门之间的

有效信息沟通ꎮ
３.４　 完善预算管理绩效评价的助力机制

完善预算管理绩效评价的助力机制是指在现有

绩效评价体系的基础上ꎬ一定程度上借鉴企业全面

预算管理评价的方法和工具ꎬ让企业化模式助力现

有机制ꎮ 首先ꎬ在高校预算评价体系中引入类似杜

邦价值分析法、平衡计分卡等ꎬ选取关键指标并通过

指标间的勾稽关系ꎬ以揭示预算管理的实际状况ꎬ提
升高校预算管理的科学化程度ꎮ 其次ꎬ借鉴企业模

式ꎬ一方面将预算管理绩效与预算管理相关决策者

的责任挂钩ꎬ如果预算管理没有达到预期效果ꎬ预算

管理委员会必须承担领导责任ꎬ绩效也与之相关ꎮ
另一方面加强对一线教学、科研人员关于绩效管理

的宣传ꎬ激发一线人员投身教学科研的积极性ꎮ 能

够根据教职工的意见对激励机制调整ꎬ制订完善的

绩效评价体系ꎮ

４　 结论

艺术类高校全面预算管理在变革中既会遇到和

其他类型高校相同的困境ꎬ也会面临基于自身办学

特色特有的挑战ꎮ 文章提出了 Ａ 艺术类高校全面

预算管理的优化路径ꎬ形成了如下结论:基于 Ａ 艺

术类高校的办学特色和管理目标ꎬ在预算规划阶段

通过“顶层设计”保障预算管理的全面性ꎬ预算编制

阶段建立科学系统的编制体系ꎬ预算执行阶段增强

执行主体的责任意识ꎬ预算绩效评价阶段建立与激

励机制结合的评价体系ꎬ积极探索有力推进艺术类

高校事业可持续发展的全面预算管理模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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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企业预算绩效管理存在的问题与解决策略研究

罗自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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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预算绩效管理是企业应对外部挑战、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手段ꎮ 通过科学、合理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ꎬ集团企业可

准确地把握市场动态ꎬ制订有效的战略计划ꎬ在众多企业中脱颖而出ꎮ 文章简单阐述了预算绩效管理概述ꎬ明确了集团企业预算

绩效管理的重要性ꎬ深刻剖析了预算绩效管理中问题ꎬ如预算绩效管理认识淡薄、预算绩效评价指标设置不够科学等ꎬ最后制订

了改进策略ꎬ如加深预算绩效管理认识、科学设置预算绩效评价指标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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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关

键时期ꎬ集团企业由于自身规模大、业态多ꎬ面临转

型升级的迫切需求ꎮ 预算绩效管理作为集团企业管

理的核心环节ꎬ对推动企业转型升级尤为重要ꎬ可以

掌握自身的优势与不足ꎬ明确未来转型升级的方向

和路径ꎬ优化资源配置ꎬ提升核心竞争力ꎮ 但部分集

团企业预算绩效管理现状不容乐观ꎬ可能存在着一

些痛点和不足ꎬ使得预算绩效管理作用难以发挥ꎬ无
法提高资金使用效率ꎮ 因此ꎬ集团企业要高度重视

预算绩效管理ꎬ深层次剖析实践中的问题和不足ꎬ制
订改进策略和方法ꎬ提升预算管理水平ꎮ

１　 预算绩效管理概述

集团企业预算绩效管理是指在大型集团企业

中ꎬ通过对预算编制、执行、控制等进行系统性管理ꎬ
以实现企业战略目标、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经济效益

的一种活动ꎮ 预算绩效管理不仅关注财务指标的达

成ꎬ更强调对业务流程、组织、绩效和员工行为的综

合考量[１]ꎮ

２　 集团预算绩效管理的重要性

在现代企业管理体系中ꎬ预算绩效管理是确保

企业战略目标实现的重要工具ꎮ 尤其是对于集团企

业而言ꎬ其规模庞大、业务多元ꎬ预算绩效管理发挥

着重要的作用ꎮ 第一ꎬ资源优化分配ꎮ 集团预算绩

效管理的实施ꎬ有利于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ꎮ 通过

对各部门、各项目的预算进行细化和量化ꎬ企业能够

了解各部门或项目的资金需求ꎬ按照其优先级和贡

献度进行资源分配ꎮ 这不仅可保障项目和关键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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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金需求得到满足ꎬ而且还可提高资源使用效率ꎮ
第二ꎬ加强风险防控ꎮ 预算绩效管理可促进企业的

风险防控能力的增强ꎮ 通过对预算的编制、审批、执
行和监控等环节进行管理ꎬ可及时发现和解决预算

执行中出现的问题和风险点ꎮ 第三ꎬ实现战略目标ꎮ
预算绩效管理是集团企业实现战略目标的重要手

段ꎮ 通过预算的编制和执行ꎬ集团企业可将战略目

标转化为具体的行动计划ꎬ确保各部门工作与集团

企业整体目标保持一致ꎮ 同时ꎬ预算绩效管理还可

以对集团企业运营过程进行实时监控和评估ꎬ确保

集团企业始终沿着既定的战略方向前进ꎮ

３　 集团企业预算绩效管理中的问题分析

３.１　 预算绩效管理认识相对淡薄

在集团企业管理中ꎬ预算绩效管理是确保企业

战略目标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关键环节ꎮ 然而ꎬ在
部分集团企业中ꎬ预算绩效管理意识相对淡薄ꎬ认知

水平较低ꎬ影响了集团企业良性发展ꎮ 第一ꎬ预算绩

效管理重视程度不够ꎮ 部分集团企业高层管理人员

对预算绩效管理的重视程度不够ꎬ将其视为简单的

预算编制和考核工作ꎬ没有深入理解其在企业管理

中的核心作用ꎮ 第二ꎬ缺少主动性ꎮ 在执行预算绩

效管理过程中ꎬ部分员工缺少主动性ꎬ对预算管理任

务的完成采取被动态度ꎬ导致预算管理效率偏低ꎮ
第三ꎬ员工意识相对淡薄ꎮ 部分集团企业员工预算

绩效管理中ꎬ可能缺少宣传和教育工作ꎬ不能将预算

绩效管理知识、重要性进行阐述ꎬ使得员工对预算绩

效管理重视度不够ꎬ影响了预算管理水平的提升ꎮ

３.２　 预算绩效评价指标设置不够科学

在集团企业的运营过程中ꎬ预算绩效评价是一

项重要的工作ꎬ直接影响资源的有效配置和企业长

期竞争力ꎮ 当前ꎬ部分集团企业预算绩效评价指标

设置缺少科学性、合理性ꎬ具体表现在:第一ꎬ指标不

够全面ꎮ 集团企业在设置预算绩效评价指标时ꎬ如
收入、利润等ꎬ而忽视了其他重要的非财务指标ꎬ如
客户满意度、市场份额、创新能力等ꎮ 这种片面的评

价方式无法全面反映集团企业的综合绩效ꎬ导致资

源配置不合理[２]ꎮ 第二ꎬ指标权重不合理ꎮ 在设置

预算绩效评价指标时ꎬ不同指标应根据其重要性程

度分配不同的权重ꎮ 然而ꎬ部分集团企业在实际中

忽视了这一点ꎬ导致某些关键的指标权重过低ꎬ一些

次要的指标权重过高ꎬ影响了评价的准确性ꎮ 第三ꎬ
指标设置缺少前瞻性ꎮ 部分集团企业在设置预算绩

效评价指标时ꎬ过于关注历史数据和短期目标ꎬ而忽

视了市场环境的变化和企业的长期发展需求ꎮ 这种

缺乏前瞻性的指标设置方式ꎬ易导致集团企业在面

对市场变化时无法及时调整预算策略ꎬ丢失最佳的

发展机会ꎮ 第四ꎬ指标间关联度不足ꎮ 集团企业的

运营是一个复杂的系统ꎬ各部门和环节存在紧密的

关联ꎮ 然而ꎬ部分集团企业在设置预算绩效评价指

标时ꎬ往往忽视了这些关联度ꎬ导致不同指标间关联

性不强ꎬ无法形成完整的评价体系ꎮ

３.３　 预算绩效监督相对滞后

随着集团企业业务的快速发展ꎬ预算绩效监督

在管理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ꎮ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ꎬ

还可能存在着部分问题和不足ꎮ 第一ꎬ监督机制不

够完善ꎮ 现有的预算绩效监督机制不完善ꎬ监督体

系不明确ꎬ监督方式较为单一ꎬ不能全面有效地监督

预算绩效执行情况ꎬ难以确定预算绩效实施中的问

题ꎬ难以纠偏和调整ꎮ 第二ꎬ信息透明度不足ꎮ 集团

企业预算绩效管理实施中ꎬ相关信息透明度较低ꎬ使
得预算绩效监督和评估难以进行ꎮ 信息的不对称和

滞后性ꎬ易导致预算绩效管理的漏洞和失误ꎮ 第三ꎬ

责任追究不到位ꎮ 在预算绩效管理过程中ꎬ对违规

操作行为ꎬ缺少有效的责任追究机制ꎬ使得违规行为

难以得到及时纠正和惩处ꎮ

３.４　 预算绩效管理信息化建设不足

在集团企业预算绩效管理信息化建设中ꎬ还可

能由于思想滞后、基础薄弱等因素的影响ꎬ难以建立

完善的预算绩效管理信息平台ꎬ难以实现信息互联

和共享ꎬ无法重塑和优化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流程ꎬ难

以提升预算绩效管理水平ꎮ 第一ꎬ信息系统整合度

不高ꎮ 目前ꎬ集团企业内部可能存在多个与预算绩

效管理相关的信息系统ꎬ如 ＥＲＰ、ＣＲＭ、财务系统

等ꎮ 这些系统间数据共享和流程协同能力有限ꎬ导
致预算管理过程中数据重复录入、信息不一致等问

题ꎬ增加了管理成本和风险ꎮ 第二ꎬ数据分析能力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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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ꎮ 现有的信息系统在数据分析和预测方面功能相

对单一ꎬ无法满足预算管理对深层次数据分析的需

求ꎮ 缺乏有效的数据分析工具和方法ꎬ导致预算制

订和执行过程中决策支持不足[３]ꎮ 第三ꎬ安全防护

能力有限ꎮ 在信息化建设中ꎬ对数据安全和隐私保

护的重视不足ꎮ 信息系统安全防护能力相对薄弱ꎬ
存在数据泄露、非法访问等问题ꎬ给集团企业运营带

来潜在的威胁ꎮ 第四ꎬ构建与集团企业各业务单元

相适应的信息化系统能力不足ꎮ 缺少必要的人才后

备和必要的信息系统培训ꎬ无法及时根据相关业务

的变化优化和调整信息系统ꎬ一定程度上导致信息

系统运行不能满足集团企业多元化需求ꎮ

３.５　 预算绩效评价结果应用不足

在集团企业中预算绩效评价是一个重要的管理

工具ꎬ最终评价结果应用不足ꎬ难以发挥预算绩效评

价的作用和价值ꎮ 第一ꎬ评价结果未能得到充分重

视ꎮ 部分集团企业对预算绩效评价结果的重视程度

不够ꎬ仅仅将其视为一种形式上的任务ꎬ没有深入分

析和利用评价结果来指导实际工作ꎮ 第二ꎬ缺少有

效的反馈机制ꎮ 预算绩效评价结果的反馈机制尚不

健全ꎬ往往导致评价结果未能及时传达给相关部门

和人员ꎬ丧失了应有的指导作用ꎮ 第三ꎬ缺少明确的

改进方向ꎮ 即使集团企业关注了预算绩效评价结

果ꎬ但由于缺少明确的改进方向ꎬ往往无法将评价结

果转化为具体的行动计划和改进措施ꎮ 第四ꎬ激励

机制不完善ꎮ 预算绩效评价结果与员工激励措施未

能有效结合ꎬ导致员工对预算绩效评价的参与度和

执行力度不足ꎮ 第五ꎬ跨部门协同不畅ꎮ 集团企业

内部各部门间在预算绩效评价结果应用上协同配合

不顺畅ꎬ导致评价结果难以在各部门间得到有效传

递和应用ꎮ

４　 集团预算绩效管理策略和方法

４.１　 加深预算绩效管理认识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企业经营管理的日

益复杂化ꎬ预算绩效管理成为集团企业实现战略目

标、提升经济效益的重要手段ꎮ 首先ꎬ提升集团企业

管理层预算绩效管理认识ꎮ 为了提升集团企业管理

层的预算绩效管理意识ꎬ需要加强相关知识的普及ꎮ

集团企业要主动普及预算绩效管理的基本概念、原
理和方法ꎬ使得管理层对预算绩效管理有一个全面、
深入的了解ꎮ 同时ꎬ还应引导管理层吸收借鉴成功

的经验ꎬ推动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创新和发展[４]ꎮ

其次ꎬ增强预算绩效管理意识ꎮ 集团企业应定期开

展预算绩效管理知识培训ꎬ确保员工对预算绩效管

理基本概念、原则和方法有深入的了解ꎻ利用集团企

业内部网站、内部刊物渠道ꎬ发布预算相关知识案

例ꎬ营造学习氛围ꎻ举办预算绩效管理知识竞赛或演

讲比赛ꎬ激发员工学习预算绩效管理的热情ꎮ

４.２　 科学设置预算绩效考核指标

集团企业预算绩效管理过程中ꎬ评价指标的设

置是重要的一环ꎮ 在当前实际操作过程中ꎬ集团企

业应结合自身实际情况ꎬ科学设置预算绩效评价指

标ꎮ 第一ꎬ建立多元化的评价指标体系ꎮ 为了全面

反映集团运营状况ꎬ需要建立多元化的评价指标体

系ꎬ包含财务指标、非财务指标ꎮ 这些指标可以全面

反映集团的盈利能力、运营效率、客户满意度、员工

满意度等方面的情况ꎮ 第二ꎬ合理分配指标权重ꎮ

在设置预算绩效评价指标时ꎬ应结合各指标的重要

性程度合理分配权重ꎮ 对关键指标ꎬ应提供更高的

权重ꎬ确保其在评价中主导地位ꎮ 第三ꎬ关注市场变

化和集团企业发展需求ꎮ 在设置预算绩效评价指标

时ꎬ应关注市场变化和企业长期发展的需求ꎮ 这些

指标应该可以反映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地位、未来

发展趋势等方面的情况ꎮ 从而确保集团企业的预算

策略与市场需求和企业长期发展目标一致ꎮ 第四ꎬ

加强指标间的关联度ꎮ 为了提高预算绩效评价的准

确性ꎬ需要加强不同指标间的关联度ꎮ 可通过建立

指标间的逻辑关系和数据模型来实现ꎮ 通过这种方

式ꎬ可将不同部门和环节间的运营状况整合在一起ꎬ

形成完整的评价体系ꎮ

４.３　 加大预算绩效监督力度

集团企业在推进预算绩效管理过程中ꎬ还应加

大预算绩效监督力度ꎬ确定预算绩效执行中的问题

和不足ꎬ提出了改进策略和方法ꎬ从而提升预算绩效

管理水平ꎮ 第一ꎬ建立多元化的预算绩效监督机制ꎮ
建立多元化的预算绩效监督机制ꎬ包含内部审计、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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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审计、专项检查等多种方式ꎮ 同时ꎬ明确监督主体

的职责和权限ꎬ确保监督的全面性和有效性[５]ꎮ 第

二ꎬ提高信息透明度ꎮ 加强信息化建设ꎬ建立全面的

预算绩效管理信息数据库ꎬ实现相关数据的共享和

透明化ꎮ 同时ꎬ加强对预算绩效信息的分析和挖掘ꎬ
为预算绩效监督和评估提供支持ꎮ 第三ꎬ强化责任

追究机制ꎮ 建立严格的责任追究机制ꎬ对预算绩效

执行不力、违规操作等行为ꎬ要依法进行责任追究ꎬ

确保预算绩效管理的严肃性和权威性ꎮ

４.４　 加快预算绩效管理信息化建设

数字化时代背景下ꎬ集团企业预算绩效管理中ꎬ

还需要加快信息化建设ꎬ提升预算绩效管理水平ꎮ
第一ꎬ加强信息系统整合ꎮ 通过统一的数据标准、建

立数据共享机制等方式ꎬ加强各信息系统间的整合

度ꎮ 实现数据自动传输和同步更新ꎬ减少重复工作

和数据不一致的问题ꎮ 同时ꎬ通过引进 ＢＰＭ 等技

术ꎬ优化预算管理流程ꎬ提高工作效率ꎮ 第二ꎬ提升

数据分析能力ꎮ 引进先进的数据分析技术和工具ꎬ
如大数据分析、机器学习等ꎬ提升预算绩效管理系统

的数据分析能力ꎮ 通过深入挖掘数据背后的规律和

价值ꎬ为预算绩效管理提供准确的决策支持ꎮ 此外ꎬ

还可以建立数据仓库和数据挖掘平台ꎬ为数据分析

提供丰富的数据源ꎮ 第三ꎬ加强安全防护能力ꎮ 建

立健全的信息安全防护体系ꎬ加强对信息系统的安

全防护和监管ꎮ 采用多层次的安全防护措施ꎬ如防

火墙、入侵检测、数据加密等ꎬ确保数据的安全性和

完整性ꎮ 同时ꎬ建立数据备份和恢复机制ꎬ以应对可

能的突发事件和数据丢失风险ꎮ

４.５　 注重预算绩效评价结果应用

集团企业加强预算绩效评价结果应用ꎬ从而激

发人员工作积极性ꎬ主动参与预算绩效管理ꎮ 第一ꎬ
加强预算绩效评价结果应用意识ꎮ 集团企业应树立

预算绩效评价结果的应用意识ꎬ明确其在管理中的

重要地位和作用ꎮ 通过内部宣传和培训ꎬ提高员工

对预算绩效评价结果的重视程度ꎬ鼓励员工积极参

与评价结果的应用ꎮ 第二ꎬ建立有效的反馈机制ꎮ

建立健全的预算绩效评价结果反馈机制ꎬ确保评价

结果可及时传递到各部门和人员ꎮ 同时ꎬ加强对反

馈信息的分析和处理ꎬ及时发现并解决问题ꎬ提高评

价结果的实用性[６]ꎮ 第三ꎬ明确改进方向并制订行

动计划ꎮ 针对预算绩效评价结果中反映出来的问

题ꎬ集团企业应制订改进方向和行动计划ꎮ 第四ꎬ完
善激励机制ꎮ 将预算绩效评价结果与员工的激励措

施结合ꎬ通过设立奖惩机制、绩效考核等方式ꎬ激发

员工对预算绩效评价的参与度和执行力度ꎮ 第五ꎬ
加强跨部门协同ꎮ 建立跨部门协同机制ꎬ加强各部

门在预算绩效评价结果应用上的沟通和合作ꎮ 设立

专门的协调机构或人员负责协调各部门间的利益关

系和信息交流ꎬ确保评价结果在各部门间得到有效

传递和应用ꎮ

５　 结论

综上所述ꎬ随着集团企业规模的扩大和业务多

元化ꎬ预算绩效管理作为一种先进的管理工具ꎬ可帮

助集团企业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实现战略目标ꎮ 但有些集团企业预算绩效管理中ꎬ
还可能存在着诸多不足ꎬ使得预算绩效管理实施效

果不显著ꎬ制约了集团企业良性发展ꎮ 对此ꎬ集团企

业应注重预算绩效管理ꎬ制订一系列的策略和方法ꎬ
保证这项工作实施到位ꎬ支持集团企业稳定健康地

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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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企业全面预算管理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马进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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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ꎬ公交企业面临日益激烈的竞争环境ꎬ全面预算管理作为企业管理的核心组成部

分ꎬ对公交企业的稳健运营和持续发展有着重要作用ꎮ 然而ꎬ在实际操作中ꎬ公交企业的全面预算管理存在诸多问题ꎬ不仅影响

企业的经济效益ꎬ还可能对企业的社会效益产生负面影响ꎬ因此ꎬ文章将针对公交企业全面预算管理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ꎬ并提

出相应对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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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公交企业的资金构成以企业收入和政府补贴为

主ꎬ其资金配置效率深受预算绩效管理水平影响ꎬ高
效的预算绩效管理不仅能够实现资金的最大化利

用ꎬ还能进一步巩固和提升公交企业的服务效能和

社会信誉ꎮ 通过实施预算绩效管理ꎬ公交企业可以

显著提升内部财务管理的精细化和专业化水平ꎬ从

而为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顺利推进提供有力支撑ꎬ

并且能够助力公交企业全面和迅速洞悉内部运营动

态与管理实况ꎬ从而精细化调整资源配置ꎬ有效预防

资源闲置与无谓损耗ꎬ最大化地激发资源潜力ꎬ实现

高效利用ꎮ

１　 公交企业全面预算管理的现状与问题

分析

１.１　 预算目标的制订与编制

第一ꎬ预算目标的设定缺乏合理性ꎮ 预算绩效

目标ꎬ作为推动企业战略蓝图落地的关键杠杆ꎬ其确

立应当紧密围绕企业战略愿景ꎬ并深深植根于业务

实际中ꎮ 然而ꎬ在预算管理实践的细枝末节中ꎬ缺乏

专注公交企业战略目标的专门机构及完善的支撑体

系ꎬ导致高远的目标难以被精准解析与有效转化ꎬ进

而影响预算管理的科学性与实效性ꎮ 第二ꎬ预算编

制的质量亟须优化升级ꎮ 部分公交企业在预算编制

上稍显保守ꎬ过度依赖历史项目预算数据ꎬ而忽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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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企业未来发展趋势、财务状况及项目建设的前

瞻性规划ꎬ易造成预算方案与实际运营情况脱节ꎬ缺

乏灵活性与适应性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在预算执行阶

段ꎬ未能严格依照既定的预算编制来指导实际操作ꎬ

使得预算编制与具体执行之间存在显著鸿沟ꎬ难以

形成高效协同ꎬ严重影响预算管理的整体效能与精

准度ꎮ 第三ꎬ存在预算指标额度平均分摊导致个别

月份支出不符合实际ꎮ 在实际操作中ꎬ单纯采用平

均分摊的预算方式往往不能完全适应实际需要ꎬ财

务需求具有多变性和复杂性ꎬ单纯的平均分摊难以

准确反映需求的变化ꎬ外部环境的变化如市场波动、

政策调整等也会对预算的执行产生影响ꎬ采用平均

分摊的预算方式ꎬ容易导致某些月份的支出不均衡ꎮ

第四ꎬ缺乏健全的预算管理相关组织机构ꎮ 公交企

业在预算管理方面所投入的资源与成本相对有限ꎬ

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预算管理组织体系的健全发

展ꎬ公交企业的预算管理组织体系目前尚处于不够

成熟的阶段ꎬ使得预算管理在实际操作中呈现出较

强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ꎮ 第五ꎬ缺乏有效的目标制

订、审核审批流程和调整机制ꎮ 有效的预算管理需

要明确的目标准则和严谨的审核审批流程ꎬ以及灵

活的调整机制以应对不断变化的环境ꎬ缺乏有效的

目标制订审核审批流程和调整机制ꎬ无法保证其有

效执行和实施ꎮ 第六ꎬ部门协同联动效率较低ꎬ沟通

壁垒高ꎮ 相关部门在加强彼此间的沟通协作、发挥

团队整体优势方面仍有待提升ꎬ在预算管理方面ꎬ更

多的是在问题出现后进行事后处理ꎬ而事前预防与

规划相对较少ꎬ面对矛盾和问题时存在逃避和推诿

现象ꎬ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团队协作的效率和质量ꎮ

１.２　 预算的执行与监督

第一ꎬ缺乏预算执行监督机制ꎮ 在预算执行过

程中缺乏有力的监督考核机制ꎬ极大地制约了预算

执行的深入开展ꎬ使得预算编制难以真正融入实际

工作ꎮ 第二ꎬ过度侧重预算编制而忽视了执行环节ꎮ

预算执行过程中频繁出现失衡、超出原定预算的支

出ꎬ以及预算资金的违规挪用等现象ꎬ以至于预算编

制的初衷与实际执行效果之间存在显著偏差ꎬ削弱

了预算管理的有效性和准确性ꎮ 第三ꎬ缺乏信息平

台建设ꎬ无法共享数据ꎮ 预算管理的工作模式大多

依赖预算管理人员的能力和经验ꎬ但公交企业在日

常运营中产生的数据信息量愈发庞大ꎬ无疑给预算

管理工作带来了巨大的挑战ꎬ使得预算管理人员在

履行职责时承受着沉重的压力ꎬ过度依赖人工处理

也大大提高了预算管理过程中出现错误和问题的风

险ꎮ 第四ꎬ企业现有的预算管理审批制度不符合实

际业务ꎬ制度流程烦琐ꎮ 部分企业的审批流程过于

烦琐ꎬ需要经过多级审批、多个部门参与ꎬ这不仅浪

费了时间ꎬ也增加了沟通成本ꎬ烦琐的流程还可能会

使员工产生抵触情绪ꎬ降低工作效率ꎬ甚至可能影响

企业的业务发展ꎮ

１.３　 预算分析、考核与评价

第一ꎬ部分预算指标的设置不够科学合理ꎮ 部

分预算指标存在一刀切的问题ꎬ未能根据车辆的实

际运行状况、行驶里程以及具体的道路条件进行差

异化设定ꎬ这种缺乏灵活性和针对性的设置方式ꎬ使

得预算标准显得不够科学ꎬ难以真实反映企业的运

营情况和需求ꎮ 第二ꎬ未建立绩效考核机制[１]ꎮ 预

算管理是企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ꎬ未建立配套的

绩效考核机制影响提高预算管理效果ꎬ不能够客观

地评价预算执行的效果ꎬ激发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

创造力ꎮ 第三ꎬ预算绩效评价体系需要完善ꎮ 大多

数绩效评价体系缺乏或不完善ꎬ绩效评价的作用无

法得到有效发挥ꎬ进而限制了预算管理水平的持续

提升ꎮ 第四ꎬ覆盖范围不全ꎬ灵活性低ꎬ评价方法相

对单一ꎮ 评价方法相对单一可能使得企业无法全面

了解自身的运营状况和发展趋势ꎬ进而影响决策的

准确性和有效性ꎮ

２　 全面预算管理在公交企业管理中的研究

２.１　 明确目标ꎬ结合企业发展业务

第一ꎬ预算目标与公交企业战略发展结合ꎮ 在

公交企业推行综合预算管理的过程中ꎬ应紧密围绕

企业战略核心ꎬ将企业战略愿景作为预算编制的基

石ꎬ借助精细化的资源调配与动态灵活的流程管理

机制ꎬ不断深化公交企业综合预算管理体系与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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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战略规划的契合度与精确度ꎬ进而巩固战略预

算在推动企业成长进程中的核心地位ꎬ积极探索并

实践一套量身定制的战略预算管理策略ꎮ 第二ꎬ完

善制订预算目标的流程和审批制度ꎮ 通过完善制订

预算目标的流程和审批制度ꎬ企业可以更好地实现

战略目标ꎬ提高预算管理效率和效果ꎬ企业根据自身

的实际情况ꎬ制订符合自身发展需求的预算目标制

订流程和审批制度ꎬ并不断进行优化和改进ꎮ 同时ꎬ

企业还应加强预算管理人员的培训和管理ꎬ提高其

专业素质和责任感ꎬ确保预算管理工作的顺利进行ꎮ

第三ꎬ不断深化预算绩效的动态追踪与监管体系ꎮ

明确界定内部岗位职责边界ꎬ通过精细化分工与责

任落实ꎬ织密绩效运行的监督网络ꎮ 同时ꎬ需致力于

预算流程的规范化监督ꎬ确保项目进展与预算计划

同步ꎬ采取灵活高效的策略ꎬ紧密围绕绩效指标与既

定目标ꎬ按时达成必要的资金支出ꎬ确保每一分钱都

花在刀刃上ꎮ 第四ꎬ构建既科学又合理的预算绩效

目标体系ꎮ 对于公交企业而言ꎬ设定绩效目标应秉

持高度的可实施性与前瞻性ꎬ严格遵循 ＳＭＡＲＴ 原

则ꎬ确保绩效目标清晰明确、有的放矢ꎬ为企业的稳

健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ꎮ 同时增加预算编制覆盖的

范围ꎬ细化项目颗粒度ꎬ如人工成本、日常办公费用

支出、房租水电支出等应随当前市场行情的变化而

变化ꎬ不能按照传统标准执行ꎬ根据行驶里程计提的

相关费用如轮胎费、事故费、车辆大修费等比例应做

到合理ꎬ不应再按照多年前的标准延续ꎻ量化绩效目

标及相关指标ꎬ保障绩效目标切实可行ꎬ避免过高预

期与单位实际运营脱节ꎻ强化绩效目标之间的关联

性ꎬ随着工作范畴与员工职责的动态变化而灵活调

整ꎬ确保目标导向的精准与适应性ꎮ

２.２　 预算的执行与监督

第一ꎬ组建预算管理监督管理团队ꎬ加强预算绩

效的实施和监控ꎮ 内部审计机制的适当引入ꎬ可以

使企业发现系统实施过程中的各种问题ꎬ然后及时

调整和改进ꎬ同时也可以评价系统的完成效果ꎮ 第

二ꎬ借助信息平台加强事前、事中、事后的监督控制ꎮ

借助大数据、信息平台系统等信息技术ꎬ加强预算绩

效管理的预控制ꎬ在萌芽阶段遏制风险ꎬ建立预算绩

效管理跟踪系统ꎬ及时监控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ꎬ建

立后评价管理平台ꎬ有效判断和客观分析预算编制

的实施结果ꎬ及时发现漏洞并填补ꎬ提高内部控制效

果ꎬ全面控制风险ꎬ避免进一步扩大风险损失ꎮ 单位

在现有系统基础上增加合同管理系统、资产管理系

统、实时定位系统等ꎬ从业务签合同开始到业务正常

开展再到后续资产调拨处置等各个环节ꎬ实现事前、

事中和事后的监督ꎮ 第三ꎬ开展规范化培训ꎮ 优化

干部结构、提升干部素质、加强专业培训成为当前预

算管理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ꎮ 增强预算管理意识ꎬ

通过培训使领导充分认识预算管理的重要性ꎬ明确

预算执行与监督的职责和要求ꎻ提升监督能力ꎬ培训

应着重提高管理层的监督能力ꎬ使其能够及时发现

和纠正预算执行中的问题ꎻ实践操作指导ꎬ通过案例

分析、模拟演练等方式ꎬ使管理层掌握预算执行与监

督的具体操作方法ꎻ建立考核机制ꎬ将预算执行与监

督的成果纳入管理层绩效考核体系ꎬ以激励和约束

管理层重视预算管理工作ꎮ 第四ꎬ降低部门间沟通

壁垒ꎬ建立风险预警处理机制ꎮ 为提高预算执行效

率ꎬ降低部门间的沟通壁垒显得尤为重要ꎮ 通过建

立统一的沟通平台ꎬ促进各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与

交流ꎻ制订明确的沟通流程与规范ꎬ确保信息的准确

传递与及时响应ꎻ通过培训提高员工的跨部门协作

能力ꎬ增强团队凝聚力ꎮ

２.３　 考核与评价

加强和完善预算执行结果分析和工作ꎬ推动业

务改进ꎮ 第一ꎬ深化预算编制工作的精细化与系统

化ꎮ 预算编制是一项涉及多个层面、历时久远的综

合性任务ꎬ不仅是企业战略布局落地的起点ꎬ而且是

一项需要精心筹划、不断打磨的艰巨任务ꎮ 公交企

业必须深刻认识发展战略落实的重要性ꎬ并在预算

目标领域积极作为ꎬ全力以赴ꎬ才能将战略预算的宏

伟蓝图逐步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营成果ꎬ进而构筑

起企业独特的核心优势ꎮ 因此ꎬ公交企业应紧密结

合当前国家政策导向和长期战略规划ꎬ妥善处理短

期收入与长期战略目标的平衡ꎬ根据不同预算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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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点和需求ꎬ选择合适的预算准备工具和方法ꎬ确

保预算指标与企业日常管理工作紧密结合ꎬ形成高

效协同的运作机制ꎬ最终实现全面预算管理的目标

要求ꎮ 第二ꎬ同步建立动态调整和改进预算评估结

果的机制ꎮ 公交企业应建立科学系统的评价体系ꎬ

建立畅通的投诉反馈渠道ꎬ确保评价过程公平、客

观、专业ꎬ通过加强体制机制建设ꎬ有效约束评价人

员的行为ꎬ减少人为干预ꎬ确保评估结果的真实性和

准确性ꎮ 公交企业在评价体系与投诉反馈机制的协

同作用下ꎬ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完善预算管理流程ꎬ

及时发现和纠正预算管理中存在的问题ꎮ 在评估体

系与投诉反馈机制的协调作用下ꎬ公交企业应及时

发现和纠正预算管理中存在的问题ꎬ不断总结实践

经验、改进预算管理流程ꎮ 这将有助于促进预算管

理评价工作的标准化和标准化ꎬ为公交企业的稳定

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ꎮ 第三ꎬ跟进完善预算绩效管

理评价体系[２]ꎮ 预算绩效评价体系作为预算绩效

管理的核心构成ꎬ其建立健全至关重要ꎮ 致力于构

建清晰、全面的评价体系框架ꎬ精准设定绩效目标ꎬ

为体系的持续优化与升级明确航向ꎮ 积极寻求与相

关上级管理部门的深度合作ꎬ携手并进ꎬ共同探索并

制订出面向公交企业的成本规制创新方案ꎬ实现从

传统财政保障模式向高效政府购买服务模式的华丽

转身ꎬ引领公交企业绩效管理进入新时代ꎮ 为增强

绩效评价的实效性ꎬ需精准把握时机ꎬ强化第三方机

构的介入ꎬ确保评价过程独立、公正ꎬ从而深化绩效

评价的执行力与影响力ꎮ 构建系统化的应用框架ꎬ

深度挖掘并有效利用各项绩效数据ꎬ为决策提供坚

实支撑ꎮ 设计科学合理的绩效评价体系与高效的反

馈循环机制ꎬ贯穿整改全链条ꎬ引导预算项目精准高

效推进ꎬ形成绩效管理的持续优化闭环ꎮ 第四ꎬ拓宽

结果公示渠道ꎬ增强绩效评价透明度ꎬ激发责任主体

的绩效自觉与责任感ꎮ 建立紧密的挂钩机制ꎬ将单

位绩效直接关联预算分配ꎬ项目执行与预算调整同

步考量ꎬ形成绩效与预算双轮驱动的良好局面ꎬ以精

细化的管理手段优化财政资源配置ꎬ提高财政信息

使用效率ꎮ 第五ꎬ加大对员工预算技能培育的投入

力度ꎮ 树立前瞻性的预算人才培养观ꎬ将“人才兴

企”作为战略基石ꎬ深刻洞察并强化人才培育与企

业繁荣之间的共生关系ꎬ精心培育一支既有高尚品

德又掌握精湛技能的人才队伍ꎬ积极探索多元化的

引才渠道与策略ꎮ 公交企业应勇于创新ꎬ依据企业

自身发展需求ꎬ量身定制预算管理岗位ꎬ有效突破人

才储备的瓶颈限制ꎬ为预算管理工作的深化与拓展

奠定坚实的人才基石ꎮ

３　 结论

针对公交企业全面预算管理存在的问题ꎬ企业

应采取相应的对策加以解决ꎮ 首先ꎬ预算目标要与

公交企业战略发展结合ꎬ完善制订预算目标的流程

和审批制度ꎬ强化预算绩效运行跟踪监管机制ꎬ设置

具有科学性、合理性的预算绩效目标ꎮ 其次ꎬ在执行

中要组建预算监督管理团队ꎬ借助信息平台加强监

督控制ꎮ 最后ꎬ要完善预算的考核与评价体系ꎮ 通

过上述措施ꎬ可以提升公交企业全面预算管理的水

平ꎬ为企业的发展提供有力保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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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智化转型背景下财务 ＢＰ 赋能通信行业 ＩＣＴ 项目管理的研究

苏素馨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云南有限公司昆明分公司ꎬ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０００)


摘　 要: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ꎬ企业数智化转型已成为助力其发展的重要方向ꎮ 业财融合背景下ꎬ财务 ＢＰ 作为影响企

业决策的重要部分ꎬ应充分发挥其作用ꎮ 文章以通信行业为例ꎬ从财务 ＢＰ 赋能通信行业 ＩＣＴ 项目管理的方向进行研究ꎬ对如何

通过财务 ＢＰ 提升 ＩＣＴ 项目管理的效益和效率、降低运营风险进行了深入探讨ꎬ提出了构建以项目效益为中心的管理机制、强化

业财数据治理和应用、培养复合型人才等策略ꎬ旨在解决通信行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业财融合现存的问题ꎮ
关键词:ＩＣＴ 业务ꎻ财务 ＢＰꎻ业财融合ꎻ数智化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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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在数智化转型背景下ꎬ企业面临愈加复杂的市

场环境和激烈的竞争压力ꎮ 作为推动企业决策和管

理的重要角色ꎬ财务业务伙伴 (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Ｐａｒｔｎｅｒꎬ财务 ＢＰ)在提升项目管理效益和优化资源

配置方面的重要性日益凸显[１]ꎮ 文章以通信行业

的 ＩＣＴ 项目管理为研究对象ꎬ深入探讨财务 ＢＰ
在这一领域中的赋能作用ꎮ 以通信行业为例ꎬ财务

ＢＰ 能够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提升项目管理效益、降
低运营风险ꎬ为企业的数智化转型提供有力支持ꎮ

１　 通信行业数智化发展概述

１.１　 通信行业数字化转型趋势

国家加快推进数字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数

字化转型ꎬ是顺应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发展趋势的

要求ꎮ 当前信息通信业面临新形势、新变化ꎬ简单的

信息数字处理、存储和传输无法满足企业需求ꎬ充分

利用数据分析赋能企业决策成为通信行业转型

方向ꎮ
１.２　 数智化背景下财务职能的转变

数智化转型要求财务同步构建数智财务体系ꎬ
在核算全过程开展数据治理和智慧管理ꎮ 财务职能

的转变不仅是技术层面的升级ꎬ还是对财务人员角

色的重新定义ꎮ 财务人员由后台支撑走向业务管理

的前线ꎬ工作重心也由操作性任务转向分析、咨询和

决策支持ꎮ
１.３　 通信行业推动财务 ＢＰ 的必要性

通信行业是一个快速变化和竞争激烈的行业ꎬ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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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的不断迭代需要持续进行业务拓展和投资ꎮ
其竞争重点是市场占有率和用户满意度ꎬ两大领域

已是“一片红海”ꎬ要实现从高速发展到高质量发

展ꎬ必须深挖新质生产力ꎬ不断催生新产品、新模式ꎮ
在快速变化和激烈的竞争中ꎬ财务工作要与时俱进ꎬ
从传统的会计核算向财务 ＢＰ 转型ꎮ

通信行业推动财务 ＢＰꎬ可以为企业提供准确和

全面战略决策支持ꎬ以快速适应市场变化ꎬ应对新需

求ꎮ 协助业务部门前置投资决策的效益评估ꎬ提供

财务分析ꎬ确保投资项目符合企业的长期战略目标ꎮ
通信行业有大量的资本投入与运营支出ꎬ财务 ＢＰ
与业务部门合作ꎬ制订成本控制策略ꎬ合理制订资金

调度管控措施ꎬ优化资源配置ꎬ实现企业降本增效ꎮ

２　 通信行业的业财融合现存问题

２.１　 尚未建立以项目效益为中心的管理机制

根据 ＩＣＴ 业务的特点ꎬ开展项目化的管理ꎮ 虽

然在组织结构和业务流程中有了项目管理机制雏

形ꎬ但对项目效益重视不足ꎮ 第一ꎬ通信行业以收入

指标为考核导向ꎬ对项目的考核方式偏向收入基数ꎬ
即毛利率不为负的项目都具有可行性ꎮ 片面的考核

导向导致业务部门相对在意收入指标的达成ꎬ而不

关注项目利润ꎬ不利于降本增效ꎮ 第二ꎬＩＣＴ 作为

“明星”业务ꎬ业务部门重视的是提高市场占有率ꎬ
形成规模经济效应ꎬ达到加强市场地位的目的ꎬ但忽

略了大量投资需求ꎬ缺乏资金成本概念ꎬ也未建立现

金流风险的评估体系ꎬ对长期不能回款的项目缺乏

后续的效益评估和复盘机制ꎮ 第三ꎬ忽视投资项目

资本预算、项目毛利率及可行性ꎬ未建立贯穿项目生

命周期的效益评估机制ꎬ可能导致项目资源分配缺

乏合理规划ꎬ忽视项目的可持续性ꎬ甚至导致决策

失误ꎮ
２.２　 暂未打破部门之间的壁垒

ＩＣＴ 项目的运行需要各部门有效沟通ꎬ但业务

和财务部门之间存在“部门墙”ꎬ在工作职责、业务

模式和价值诉求中存在矛盾ꎮ 在 ＩＣＴ 业务中具体表

现为收入和成本进度不匹配导致毛利率异常ꎬＩＣＴ
业务审计暴露业务不合规风险等ꎮ 导致部门壁垒的

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通信行业内部职能型的组织

结构与 ＩＣＴ“项目化”的业务模式存在冲突ꎬ缺乏有

效的跨部门协作机制和团队合作意识ꎮ 二是业财目

标不同ꎬ当前通信行业是以 ＫＰＩ 考核为主导ꎬ为实

现业务的迅速增长ꎬ销售部门往往存在“重收不重

利ꎬ重拿单而不重风险”现象ꎻ支撑部门则更加重视

项目的效益、合规经营ꎮ
２.３　 未能有效利用业财数据

通信行业信息化起步较早ꎬ在网络域、业务域和

管理域拥有多个系统ꎬ覆盖日常生产经营ꎬ但产生的

大量数据没有得到充分利用ꎮ 一方面ꎬ数据治理能

力不足ꎬ数智技术的应用不成熟ꎬ导致业财数据质量

不高ꎬ潜能没有得到挖掘ꎬ表现为数据缺乏统一标

准、数据清洗能力欠佳、数据时效性差、数据集缺失

等ꎮ 另一方面ꎬ业务和财务的“数据篱”导致业财数

据应用范围小ꎬ场景少ꎬ大部分数据方案仅用于个别

部门工作总结ꎬ在事前决策支撑、事中预警方面应用

不足ꎬ在业财融合中赋能的深度广度有待提升ꎮ
２.４　 缺乏业财双通的复合型人才

ＩＣＴ 业务作为通信行业的转型产品代表ꎬ表现

出的融合化、专业化和系统化特征ꎬ也是未来通信行

业产品的大趋势[２]ꎮ ＩＣＴ 业务对项目参与团队和参

与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ꎬ相较于传统通信业务ꎬＩＣＴ
要求参与者同时具备信息化技术能力、数据分析处

理能力和财务管理能力ꎮ 但现阶段缺乏复合型人

才ꎬ业务人员缺乏财务知识ꎬ难以理解项目的价值概

念和价值管理需求ꎻ财务人员对业务了解程度不足ꎬ
无法从业务实际出发提供有效的财务分析和支持ꎮ
同时ꎬＩＣＴ 业务还需要参与者对数字工具和智能工

具有一定了解ꎬ能够借助 ＩＴ 手段优化项目管控ꎬ通
过数智化方案解决问题ꎬ提高工作效率ꎮ

３　 财务 ＢＰ 赋能 ＩＣＴ 项目的案例及启示

３.１　 ＩＣＴ 项目背景

ＩＣＴ 业务复杂多变ꎬ每个项目都是“一客一策”
的定制化方案ꎬ业务流程长ꎬ部门协同多ꎬ项目全程

需要财务深度参与ꎮ 且 ＩＣＴ 项目固有风险较高ꎬ仅
靠人工控制效果不够理想ꎬ一旦项目数量增多就会

暴露各种问题ꎬ必须借助 ＩＴ 手段实现精细化、智能

化的管控ꎮ 在此背景下ꎬ某通信公司结合 ＩＣＴ 业务

发展需求和发展现状ꎬ以财务 ＢＰ 为切入口ꎬ将业财

融合理论和数智化平台运用于 ＩＣＴ 业务的实践中ꎬ
组建 ＰＭＯ 工作团队、搭建 ＤＩＣＴ 和 ＰＭＯ 项目管理平

台ꎬ做到事前规划ꎬ事中支撑和事后评估ꎬ提升 ＩＣＴ 业

务的管理效益和运营效率ꎬ通过精细化管理降低业务

风险ꎬ为业务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决策和有效支撑ꎮ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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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ＰＭＯ 机制在 ＩＣＴ 项目中的运行

ＰＭＯ 全称为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Ｍａｎａｇｅｒ Ｏｆｆｉｃｅꎬ是负责形式

化和标准化运作的部门ꎬ目的是提高效率ꎬ降低风

险ꎮ 针对 ＩＣＴ 业务建立的工作机制包括流程重塑、
团队建设和数智化管控平台搭建三个方面ꎮ

第一ꎬ建立财务嵌入式项目管理体系ꎬ把控概

算、预算、核算、决算四个关键节点ꎬ贯通业务流、资

金流、数据流ꎮ 财务参与 ＩＣＴ 业务全流程中开展管

理工作ꎬ将效益评估、合规管理、纳税筹划前置到项

目初期ꎬ同时和收入、成本、资金的管控一起贯穿项

目全程ꎬ借助 ＩＴ 系统实现数据互通互控ꎬ打通数据

壁垒ꎬ并运用数智化工具实现数据自动分析和风险

预警ꎮ 财务的“嵌入式”服务提高了业财协同效率ꎬ
支撑了 ＩＣＴ 业务的规模效益发展(如图 １)ꎮ

图 １　 财务嵌入式项目管理体系流程图

　 　 第二ꎬ以 ＩＣＴ 项目为单位成立 ＰＭＯ 虚拟团队ꎬ
从售前销售、售中执行、售后支撑部门和财务部选配

人员ꎬ搭建矩阵式组织结构ꎬ打破部门间的信息沟通

壁垒ꎮ 交叉功能团队能够迅速应对变化ꎬ满足复杂

的 ＩＣＴ 项目需求ꎬ促进团队间的知识经验交流ꎬ实现

资源共享ꎮ 财务 ＢＰ 在团队中可以从业务、项目、流
程三个维度建立全面、精细的业财支撑工作机制ꎬ充
分发挥在效益评估、风险管理、财务分析等方面的专

业优势[３]ꎮ
第三ꎬ借助 ＩＴ 系统管控ꎮ 首先搭建统一的 ＩＣＴ

业务管理平台ꎬ与 ＥＲＰ 系统打通ꎬ实现数据共享和

流程管理ꎬ利用人工智能分析、云计算等工具ꎬ实现

项目效益自动评估、风险自动分析预警ꎮ ＤＩＣＴ 系统

实现对 ＩＣＴ 项目从商机管理到项目立项、实施、收尾

全程管控ꎬ与合同系统互通实现合同解析ꎮ 其次ꎬ开
发 ＰＭＯ 系统ꎬ对 ＤＩＣＴ 系统补充和完善(如图 ２)ꎮ
最后ꎬ通过 ＤＩＣＴ 和 ＰＭＯ 系统固化风险防控规则ꎬ
将“上下游合作风险”“项目实施风险”“业财管理风

险”“欠费催缴监控”４ 大类 １６ 项规则嵌入系统并严

格落实ꎮ 统一的 ＩＣＴ 业务管理平台对新技术的运

用ꎬ有效促进业财融合的数智化发展ꎮ

图 ２　 系统展示

３.３　 财务 ＢＰ 赋能 ＩＣＴ 项目管理的启示

３.３.１　 增强管理层业财融合意识

企业高管对业财融合的认知和重视程度决定了

财务 ＢＰ 的赋能效果ꎬ如果企业高管过于偏重生产

或者销售ꎬ对财务职能认知不充分ꎬ业财融合工作将

难以顺利开展ꎮ 以 ＩＣＴ 业务为例ꎬ财务 ＢＰ 通过项

目案例和数据展示其工作如何为企业创造价值ꎬ帮
助高管理解财务在项目中的规划、决策支持和业务

精进中的作用ꎬ并从 ＩＣＴ 项目延伸至其他的生产经

营管理中ꎬ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ꎬ加强风险管理ꎬ提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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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决策质量ꎮ 提升高管的认知和重视程度也可以通

过引进外部培训和外部资源ꎬ协助进行机制体制的

顶层设计ꎮ 例如ꎬ向财务 ＢＰ 领域有所建树的企业

购买培训课程ꎬ向会计师事务所或专业咨询公司购

买咨询服务ꎬ参与业财融合的方案设计ꎮ
３.３.２　 利用技术多方面赋能

数智化转型背景下ꎬ财务 ＢＰ 赋能 ＩＣＴ 项目管

理核心在于借助前沿的数字工具ꎬ让业务和财务在

流程、系统、数据三个方面深度融合ꎮ
在流程方面ꎬ建立以项目效益为中心的管理机

制ꎬ通过数据实时分析技术ꎬ将项目效益评估与监控

贯穿全流程ꎬ财务 ＢＰ 通过预测分析为业务决策提

供数据支持ꎬ通过对各个环节的业财数据监控ꎬ及时

发现问题ꎬ保障项目的顺利运行ꎮ
在系统方面ꎬ将业务、财务系统打通整合ꎬ将业

财融合体系作为顶层设计ꎬ通过集成 ＥＲＰ、ＣＲＭ 等

系统ꎬ实现财务系统与其他业务系统的数据互通ꎬ确
保信息的一致性和实时更新ꎮ 引入人工智能、大模

型等新技术ꎬ创新工作模式ꎬ在 ＩＣＴ 项目管理中实现

信息及时共享ꎬ对项目全程实现智能化的预测、分
析、监控和评价ꎬ确保围绕项目效益中心进行投资ꎬ
为业务的发展赋能ꎮ 为满足合规经营要求ꎬ将内控

体系嵌入项目管理系统中ꎬ结合 ＣＯＳＯ 管理要素和

公司规章制度设计内控机制ꎬ实现业务预警并自动

推送工单整改ꎬ以降低经营风险ꎮ
在数据治理方面ꎬ建立统一的数据治理框架ꎬ全

面融合业财数据ꎬ做好数据汇聚、加工和清洗ꎬ整合

来自不同源的数据ꎬ形成统一的数据视图ꎮ 打造数

据智能分析平台ꎬ支撑数据获取和自动分析ꎬ帮助财

务 ＢＰ 快速分析决策ꎮ
３.３.３　 创新组织结构

ＩＣＴ 业务以项目为单位ꎬ具有临时组建、目标导

向和跨功能性等特点ꎬ矩阵式的组织结构契合 ＩＣＴ
业务模式ꎬ有利于开展部门协作与技术交流ꎬ参与人

员不再仅关注自己的专业技术领域ꎬ而是关注项目

全局ꎮ 以业财虚拟团队方式实现项目组的组建ꎬ比
传统的矩阵式结构更加灵活ꎬ有助于克服多头指挥

现象ꎮ 建立矩阵式组织结构也将助力财务 ＢＰ 发

展:第一ꎬ财务 ＢＰ 可以同时服务于多个项目组和业

务部门ꎬ深入了解生产销售需求并提供支持ꎻ第二ꎬ
财务 ＢＰ 可以提升在 ＩＣＴ 业务中的洞察力ꎬ直接参

与决策ꎬ提高决策效率ꎻ第三ꎬ财务 ＢＰ 在矩阵式的

组织结构中促进知识共享ꎬ激发创新活力ꎮ
３.３.４　 培养全能人才

财务 ＢＰ 赋能企业转型ꎬ人才是关键因素ꎮ 财

务 ＢＰ 岗位既要熟悉业务逻辑ꎬ又要全面掌握财务

管理专业知识ꎬ包括战略决策、效益测算、内部控制、
预算与成本管控等方面ꎬ通过建立“业务、财务、ＩＴ
结合”的复合型、多维度、多层级的培训体系ꎬ优化

财务人员全方位能力ꎬ增加复合型人才ꎮ 为财务人

员提供学习和适应新技术的机会ꎬ提升财务自身的

数字化和智能化应用能力ꎮ 积极拓展人才培养方

式ꎬ例如ꎬ通过绩效奖励、评奖评优等方式ꎬ鼓励财务

人员进行跨职能能力认证ꎬ激发员工进步动力ꎻ鼓励

员工担任公司内部培训讲师ꎬ主动进行知识共享ꎬ形
成互通有无、良性循环的氛围ꎮ

４　 结论

ＩＣＴ 业务作为通信行业转型的关键ꎬ需要财务

ＢＰ 深度融入业务事前、事中、事后全流程ꎬ提供规

划、决策支持和风险管理ꎮ 文章通过深入分析数智

化转型背景下通信行业 ＩＣＴ 项目管理的现状与挑

战ꎬ对财务 ＢＰ 在其中的赋能作用进行研究ꎮ 提出

构建以项目效益为中心的管理机制ꎬ强化业财数据

治理和应用ꎬ培养复合型人才等可落地的建议ꎬ深化

财务 ＢＰ 赋能 ＩＣＴ 项目管理的效果ꎬ降低运营风险ꎬ
支撑通信行业的高质量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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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医院成本管理现状及对策研究

田颖玉

(湖北省中医院ꎬ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００)


摘　 要:随着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持续推进ꎬ公立医院在成本管理方面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ꎮ 文章详细探讨了公立医院成

本管理的现状ꎬ进一步强调了成本管理在医院运营中的关键作用ꎮ 分析指出了公立医院在成本目标、成本核算、成本管控以及成

本考核等方面存在的不足ꎮ 基于此ꎬ文章提出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应对策略ꎬ以帮助公立医院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强化成本管理

并提升运营效率ꎬ旨在为公立医院的持续改进提供新的视角和实施路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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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成本管理是公立医院运营管理中的重要环节ꎮ

在资源有限的背景下ꎬ构建系统且全面的成本控制

体系对实现医疗资源的合理配置、提高医疗服务质

量和效率至关重要ꎮ 为此ꎬ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综合司、国家疾控局综合司于

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 ５ 日联合印发«公立医院成本核算指

导手册»ꎬ标志着公立医院成本管理工作的规范化

和制度化ꎮ 该指导手册依据«事业单位成本核算基

本指引»«事业单位成本核算具体指引—公立医院»

以及«公立医院成本核算规范»ꎬ旨在引导公立医院

深化成本核算实践ꎮ 通过成本管理的有效实施ꎬ使

得公立医院能够科学地分配资源ꎬ减少不必要的开

支ꎬ同时增强财务透明度和决策的科学性[１]ꎮ 总体

而言ꎬ深化公立医院成本管理既是提高医疗系统效

率与公平性的重要策略ꎬ也是推动医院财务管理和

运营效益持续优化的关键ꎮ 这不仅有助于医院自身

的健康运营ꎬ更是保障和提升公共卫生服务水平的

必要条件[２]ꎮ

１　 公立医院成本管理现状

１.１　 成本目标与预算管理脱节

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ꎬ财政部联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医疗保障局以及国家

中医药管理局联合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公立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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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内部控制建设的指导意见» (简称«指导意见»)ꎬ

目的是推动公立医院加强内部控制体系的建设ꎬ提

升公立医院内部治理水平ꎬ为公众提供更为高效的

医疗服务ꎮ «指导意见»明确指出ꎬ公立医院必须加

强对预算的管理ꎬ强化预算的刚性约束性ꎬ坚持无预

算不支出的原则ꎬ确保预算绩效管理的全面实施ꎮ

由此可见ꎬ预算管理是成本管理的目标和基础ꎮ 然

而ꎬ实践中大多数公立医院的成本目标与预算管理

之间存在脱节现象ꎮ 导致成本核算数据并未有效地

用于预算编制ꎬ医院无法从全局到细节精确控制成

本[４]ꎮ 一方面ꎬ管理层对预算编制重视不足ꎬ未将

其作为指导日常运营的重要工具ꎻ另一方面ꎬ成本核

算与预算管理系统间缺乏有效的信息互通和数据

整合ꎮ

１.２　 成本核算精细化程度不足

１.２.１　 成本核算对象相对单一

目前ꎬ大多数公立医院的成本往往过度依赖科

室作为基本单位ꎬ这种方式显得相对单一和局限ꎮ

这种核算方式未能全面覆盖诊次成本、床日成本、医

疗服务项目成本、病种成本以及疾病诊断相关分组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ＧｒｏｕｐｓꎬＤＲＧ)成本等ꎮ 此种单

一的核算框架限制了医院成本核算的范围和深度ꎬ

无法提供精细化管理所需的全面和准确数据ꎮ 成本

核算的单一性还带来了数据准确性的问题ꎬ由于成

本核算的基础数据(科室成本)与其他核算数据(如

项目成本、病种成本)相互依赖ꎬ科室成本数据的准

确性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其他成本数据的准确性ꎮ 因

此ꎬ医院需格外关注科室成本数据的收集、整理和分

析工作ꎬ以确保所有成本数据的完整性和准确性ꎮ

１.２.２　 成本核算单元设置缺乏规范

成本核算单元作为成本核算的基础ꎬ其规范性

直接影响成本数据的准确性和管理的有效性ꎮ 然

而ꎬ在实践中ꎬ公立医院在成本核算单元的设置上往

往表现出明显的不规范性ꎮ 具体表现在核算科室界

限模糊、跨学科协作时成本分配不透明、共用病区科

室的成本分摊机制不合理以及多院区科室在名称设

置和核算方法上的不统一等ꎮ 此外ꎬ医院在设置服

务单元时往往未考虑自身的业务特点和实际情况ꎬ

未能对重点专科或优势学科进行精细划分ꎬ导致医

疗服务项目的成本核算缺乏准确性和科学性[３]ꎮ

１.２.３　 科室成本分摊不够科学

在公立医院的成本管理实践中ꎬ科室成本包括

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ꎬ其分摊的精确性和合理性对

医院经济效益评估至关重要ꎮ 然而ꎬ多数医院由于

系统限制和部分手工核算数据ꎬ难以实时获取准确

数据作为分摊依据ꎬ成本数据失真ꎬ影响医院对各科

室经济效益的准确评估ꎮ 此外ꎬ部分医院仍然采用

传统的收入比例法进行职能部门的成本分摊ꎬ这种

方法与临床科室实际获得的职能支持并不相符ꎮ 尤

其在一院多区的模式下ꎬ医生流动性大ꎬ出诊情况复

杂ꎬ如果不采用标准化的成本分摊方法ꎬ那么各院

区、科室之间的成本将难以准确衡量ꎮ

１.３　 成本管控存在缺陷

１.３.１　 成本控制环节缺失

在公立医院的运营中ꎬ成本控制往往没有得到

足够的重视ꎮ 医院管理层未有效建立全员参与的成

本控制文化ꎬ导致成本控制的具体责任无法落实到

部门和个人ꎬ从而削弱了成本控制措施的执行力ꎮ

同时ꎬ医院缺乏科学有效的成本控制方法ꎬ难以精确

掌握运营的内在规律ꎬ这使得医院在优化成本投入、

改善成本结构、规避成本风险等方面难以取得实质

性成效ꎬ最终导致无法选择合理的运营方案ꎮ 此外ꎬ

全流程成本控制的缺失ꎬ使得医院在事前成本预测、

事中成本控制和事后成本反馈等关键环节缺乏有效

的管理机制ꎬ无法形成闭环ꎮ

１.３.２　 成本管理人员综合能力有待提高

在许多公立医院中ꎬ成本管理工作常被归属于

财务处ꎬ由具有财务专业背景的人员负责ꎮ 由于财

务人员具备扎实的财务专业知识ꎬ对数据有着敏锐

的洞察力ꎬ但往往缺乏必要的医疗领域相关的专业

技术知识ꎮ 这种专业知识的缺失可能导致在分析数

据时只能触及表面ꎬ难以深入挖掘数据背后所蕴含

的医疗行为和成本动因ꎮ 公立医院的成本管理远不

止是一个简单的财务数据汇总和分析的过程ꎬ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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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医疗行为、医疗资源配置、医疗服务质量等多个

方面的复杂过程ꎮ

１.４　 成本考核难以有效实施

１.４.１　 成本考核与成本管理脱钩

公立医院在成本管理与成本考核方面存在的脱

钩问题ꎬ已成为制约医院财务管理效率和医疗服务

质量提升的关键因素ꎮ 首先ꎬ这种脱钩主要表现在

缺乏有效的考核机制上ꎮ 实际操作中ꎬ成本管理与

成本考核缺乏必要的联动ꎬ缺乏信息的共享与反馈ꎮ

导致考核结果难以真实反映各部门的成本状况和工

作效率ꎬ也难以为成本管理的持续改进提供有力依

据ꎮ 同时ꎬ由于缺乏激励机制和合理的绩效评估指

标ꎬ员工在成本控制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力难以被

充分调动ꎬ进一步弱化了成本管理的效果ꎮ 其次ꎬ考

核指标过于偏重业务收入指标ꎬ如业务收入、医生工

作量、收支结余等ꎬ而忽视了与成本管理直接相关的

效率指标和质量指标ꎮ 导致员工在追求个人绩效时

忽视了成本控制的重要性ꎬ进一步加剧了成本管理

与成本考核之间的脱钩现象ꎮ

１.４.２　 员工参与意识相对薄弱

在公立医院ꎬ成本管理的范围涉及广泛ꎬ涵盖临

床、医技、医辅以及行政后勤等多个科室ꎮ 尽管如

此ꎬ普通员工缺乏成本管理意识ꎬ认为医院成本管理

是医院管理层和财务部门的责任ꎬ导致员工在成本

管理体系中的参与感和归属感不强ꎬ全面成本管理

难以真正落地ꎮ 成本考核的真实反馈和结果受此影

响ꎬ难以准确衡量各部门和个人在成本控制方面的

表现ꎮ 由于缺乏全员参与ꎬ成本考核往往无法全面

体现其在财务管理和服务质量提升中的关键作用ꎮ

２　 公立医院成本管理对策

２.１　 构建完善的成本管理体系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和复杂的运营环境中ꎬ公立

医院必须完善成本管理体系以提升经济效益和增强

竞争力ꎮ 首先ꎬ为确保成本管理工作的高效推进ꎬ需

构建一个完善的成本管理组织架构ꎮ 通过设立专门

的成本管理工作领导小组ꎬ可以清晰界定各个部门

在成本管理中的具体职责和权限ꎬ从而实现协同合

作和责任明确的管理目标ꎮ 其次ꎬ公立医院的成本

管理应该从简单的成本核算拓展到成本分析、成本

决策和成本控制的综合管理ꎮ 这样的全面管理ꎬ有

助于医院深入地了解成本构成ꎬ从而支持合理的决

策制订ꎮ 例如ꎬ通过精细化管理ꎬ医院可以对药品、

医疗耗材等关键成本领域进行有效控制ꎮ 最后ꎬ公

立医院通过构建完善的成本管理体系ꎬ不仅能有效

控制成本ꎬ还能支持合理的决策制订ꎬ从而在竞争激

烈的市场中保持优势ꎮ

２.２　 建立全方位、精细化的成本核算机制

建立全方位、精细化的成本核算机制既是医院

预算管理、成本控制、绩效考核以及战略规划的关

键ꎬ也是助力医院实现持续、稳健发展的重要支撑ꎮ

首先ꎬ公立医院需要根据自身实际情况ꎬ明确各科室

的功能定位ꎬ建立一套科学、完整、系统、可扩展和兼

容的成本核算单元ꎬ这一策略为后续的数据采集和

成本分摊奠定基础ꎮ 其次ꎬ公立医院须规范数据采

集的流程ꎬ确保所采集的数据准确、及时ꎬ这是成本

核算的基础ꎮ 医院应通过定期的数据校验来提升数

据质量和可靠性ꎬ从而保证成本核算的精准性ꎮ 再

次ꎬ成本分摊应遵循“谁受益ꎬ谁分摊”的原则ꎬ确保

各项成本能够合理、准确地分摊到各个核算单元ꎬ这

一做法有助于维持成本管理的透明性和公正性ꎮ 同

时ꎬ成本分摊方法还需根据医院的运营情况进行定

期评估和调整ꎬ以确保其持续的适用性和灵活性ꎮ

最后ꎬ医院还应采用多维度的成本核算方法ꎬ如诊次

成本、床日成本、医疗服务项目成本、病种成本以及

ＤＲＧ 成本等ꎬ这样的全面核算方法可以全面、深入

地分析和控制成本ꎮ

２.３　 加快推进医院信息化建设

加快推进医院信息化建设是提升医院精细化管

理水平的关键举措ꎬ尤其在成本管理、预算管理和绩

效管理三大核心财务领域ꎬ其重要性尤为凸显ꎮ 公

立医院应积极引入先进的信息化技术和智能化系

统ꎬ如云计算、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ꎬ打破内部信

息孤岛ꎬ实现数据的全面共享与互通ꎮ 这些技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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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可以促进信息流的快速和准确ꎬ还能显著提高数

据处理的效率和准确性ꎬ为医院管理提供坚实的数

据支持ꎮ 首先ꎬ为了提高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ꎬ公

立医院需要不断迭代升级其信息系统ꎮ 具体措施包

括采用自动化工具降低人为操作的误差ꎬ实施实时

数据监控ꎬ以及采用先进的预测分析技术等ꎮ 这些

技术的应用可以优化决策流程并提高整体运营效

率ꎮ 特别是在成本管理方面ꎬ自动化和智能化的财

务报告系统能够迅速获取与成本相关的核心数据ꎬ

为管理层的决策提供有力支持ꎬ从而精准地控制成

本ꎬ提高财务效益ꎮ 其次ꎬ实现成本管理、预算管理

和绩效管理的深度融合ꎬ是公立医院信息化建设的

另一个重要方面ꎮ 通过构建一体化的信息管理平

台ꎬ将各项财务数据与业务活动进行统一处理和分

析ꎬ实现各项数据的互联互通和功能互补ꎮ 例如ꎬ先

进的数据可视化技术可以将复杂的信息以直观、易懂

的形式呈现出来ꎬ协助管理者全面、深入地了解各业

务部门的财务表现和资源利用状况ꎬ从而实现全面监

控和高效管理ꎮ 最后ꎬ公立医院在推进信息化建设

时ꎬ还需考虑信息安全和隐私保护的问题ꎮ 确保患者

数据和财务数据的安全ꎬ对维护医院的声誉和患者的

信任至关重要ꎮ 因此ꎬ加强信息安全措施ꎬ如数据加

密和访问控制ꎬ应成为信息系统升级的一部分ꎮ

２.４　 增强员工成本管理意识与能力

增强公立医院员工的成本管理意识和能力是优

化医院经济效益的关键措施ꎮ 通过加强宣传教育和

组织培训ꎬ不仅可以深化员工对成本管理的理解和

认识ꎬ还能够使其积极参与医院成本管理的具体实

践ꎮ 首先ꎬ医院应该设立常态化的成本管理培训机

制ꎮ 包括定期组织成本管理的专题培训ꎬ向员工普

及成本的定义、分类及其在医院运营中的重要性ꎬ讲

解如何运用基本的成本分析方法ꎬ挖掘数据价值ꎬ辅

助决策ꎮ 其次ꎬ应通过定期的研讨会ꎬ介绍成本控制

的实际案例ꎬ强调成本管理对提升医院经济效益的

关键作用ꎮ 进一步提升员工对成本管理的认识ꎬ从

而促进全员都积极参与其中ꎬ营造人人都能明确自

身责任的成本管理文化氛围ꎬ有助于推动医院成本

管理体系的完善和优化ꎮ 再次ꎬ医院应当建立一支

专业的成本管理团队ꎬ这个团队不仅需要有扎实的

财务知识ꎬ更应具备医疗服务的相关专业技能ꎮ 这

样的团队能够深入理解医疗行为的成本构成ꎬ有效

控制成本的同时ꎬ保证医疗服务的质量和安全ꎮ 通

过定期的专业培训和临床实践ꎬ成本管理团队人员

应持续提升其财务和医疗专业技术知识ꎮ 最后ꎬ在

这个过程中ꎬ成本管理人员需要深入了解医疗行为

的特点和规律ꎬ掌握医疗资源的配置和使用情况ꎬ了

解医疗服务的质量标准和要求ꎬ这样ꎬ他们能够准确

地分析成本数据ꎬ识别成本控制的重点和难点ꎬ并提

出有效的成本管理策略ꎮ

３　 结论

文章深入分析了公立医院成本管理的现状ꎬ并

提出了具体的改进策略ꎮ 公立医院需进一步扩大成

本管理的范畴ꎬ实现成本、预算与绩效管理机制的深

度融合ꎬ确保全员全过程的有效管控ꎮ 通过建立全

方位、精细化的成本核算机制和加速信息化建设ꎬ医

院能够提升数据处理效率和准确性ꎬ从而优化决策

过程ꎮ 此外ꎬ增强员工的成本管理意识和能力也是

提高医院经济效益的关键ꎮ 综上所述ꎬ通过科学、系

统的成本管理措施ꎬ公立医院不仅可以提高医疗资

源的利用效率ꎬ还能降低运营成本ꎬ进一步推动医疗

卫生体制改革的深化ꎬ促进医疗事业的稳健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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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实施全面预算管理存在的问题及改进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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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ꎬ中小企业面临越来越大的经营风险ꎮ 全面预算管理作为一种有效的企业管理工具ꎬ可以帮助

企业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ꎬ提高企业的整体竞争力ꎮ 而在实际操作中ꎬ中小企业在全面预算管理方面仍然存在诸多问题ꎮ 文章

将对实施全面预算管理的实际意义、目标制订、编制依据及方法、执行力、控制机制、考核与激励制度等方面进行深入的分析ꎬ并

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和建议ꎻ合理运用全面预算管理有助于中小企业提高经营效率和管理水平ꎬ具有重要的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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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在全球经济环境日益复杂的背景下ꎬ中小企业

面临的竞争压力逐渐增大ꎬ全面预算管理作为一种

能够有效整合资源、降低风险、提高效率的管理工

具ꎬ成为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ꎮ 然而ꎬ部分中

小企业在实施全面预算管理时ꎬ仍然存在诸多问题ꎬ
包括目标制订缺乏依据、编制方法不科学、预算执行

力不足以及考核指标不明确等ꎮ 这些问题制约了预

算管理的有效性ꎬ导致企业难以实现其战略目标ꎮ
文章从企业全面预算管理的问题入手ꎬ结合企业实

际情况ꎬ提出优化改善建议ꎬ旨在提高中小企业全面

预算管理的实施效果ꎮ 这样一来ꎬ企业可以更好地

适应市场变化ꎬ增强市场竞争力ꎬ确保预算目标的达

成ꎬ从而实现长远的发展战略ꎮ

１　 全面预算管理的概述

１.１　 全面预算管理的含义

全面预算管理是一种综合性的企业管理制度ꎬ
是指企业在战略目标的指导下ꎬ对未来的经营活动、
投资活动和财务活动进行全面的预测和规划ꎬ并通

过预算量化的方式进行合理安排[１]ꎮ 主要包括预

算的目标制订、编制执行、控制、考核等多个环节ꎬ对
企业未来的经营活动和发展有重要影响ꎮ

１.２　 中小企业实施全面预算管理的实际意义

全面预算管理作为企业运营周期的起点ꎬ以企

业的战略目标为导向ꎬ引领企业发展方向ꎬ将企业的

整体战略目标分解为各个部门的指标ꎬ帮助企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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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资源的优化配置ꎬ提高运营效率ꎬ对中小企业的运

营和发展有着重要意义[２]ꎮ
全面预算管理作为企业一种重要的管理工具ꎬ

在企业运营过程中具有重要监督和控制作用ꎮ 通过

监督实际经营中的预算执行情况ꎬ及时发现市场的

变化ꎬ分析企业内部的潜在风险和外部的不利因素ꎬ
强化企业内部控制ꎬ调整决策ꎬ防止企业在经营中偏

离战略目标ꎬ降低企业的试错成本ꎬ提升企业在行业

中的地位ꎬ助力企业更好地实现战略目标ꎮ

２　 中小企业全面预算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２.１　 目标制订缺乏依据ꎬ全面预算意识淡薄

中小企业在制订全面预算管理目标时ꎬ往往缺

乏明确的战略导向ꎬ导致预算目标的制订偏离战略

目标ꎬ与企业的整体发展不匹配ꎬ无法为实际业务提

供有效的引导ꎬ从而影响企业的长期发展ꎮ
由于部分中小企业管理者注重业务业绩ꎬ对预

算管理缺乏关注ꎬ管理及决策过程中对预算的数据

利用不充分ꎬ且管理者对预算的重视程度也会间接

影响业务部门对预算的关注ꎮ 因此ꎬ在预算目标的

制订中ꎬ业务部门重视程度不足ꎬ其提供的数据可能

与实际脱节ꎬ导致目标制订缺乏严谨性和准确性ꎬ无
法真正反映公司的业务需求和实际情况ꎬ难以在企

业发展和业务的运行中发挥应有的作用ꎮ
２.２　 编制方法不够科学ꎬ组织体系有待优化

中小企业在编制预算时ꎬ选择预算编制方法往

往相对单一ꎬ未能根据不同项目和不同业务特点选

择ꎬ导致预算数据不够客观准确ꎮ 部分中小企业在

实际经营中ꎬ财务人员专业度不足ꎬ常采用增量预算

方式ꎬ这种方法编制较为简单ꎬ但缺乏对市场环境、
业务变化的动态考虑ꎬ难以适应复杂多变的市场环

境ꎬ导致预算与实际产生较大偏差ꎮ
同时ꎬ部分中小企业预算管理没有完善的组织

管理体系保障ꎬ没有认识到全面预算管理中“全面”
的重要性ꎬ各个部门间的协同性不高ꎬ致使全面预算

管理缺乏合理性和科学性ꎮ 大部分公司都认为预算

是财务部门的工作职责ꎬ但全面预算的编制需要大

量的财务和业务信息ꎬ而要获得全面的行业信息ꎬ需
要企业各部门进行支持和协同ꎬ企业完善的预算组

织体系能够促进预算管理制度的高效执行ꎮ 财务人

员对市场情况不够了解ꎬ不能及时获取市场变化信

息并进行预算数据的调整ꎮ 而业务人员不了解预算

的编制逻辑ꎬ导致预算编制质量不高ꎻ在实施全面预

算管理时ꎬ由于资源有限、人员素质参差不齐等原

因ꎬ各部门参与度低ꎬ预算的编制和目标执行难度

较大ꎮ
２.３　 预算执行力不足ꎬ监督机制不够健全

２.３.１　 预算执行有偏差

在预算编制过程中ꎬ业务部门上报数据过于宽

泛ꎬ不能结合实际业务及市场变化ꎬ仅根据上一年情

况大致预测ꎬ导致在实际执行时无法按照计划实施ꎬ
预算制订未能发挥有效作用[３]ꎮ 同时ꎬ企业在实际

执行中可能出现在编制预算时难以预测的新项目或

新问题ꎬ影响预算的执行ꎮ
２.３.２　 监督机制流于形式

监督机制是确保预算执行到位的重要手段ꎬ而
部分中小企业并未设立全面预算管理监督机制ꎬ部
分企业没有设置专门的人员负责监督ꎬ监督环节和

反馈机制缺失ꎬ难以及时发现和纠正预算执行中的

问题ꎮ 很多企业虽设置了监督机制ꎬ但仅限于完成

检查任务ꎬ没有深入细致地分析和评估预算执行情

况ꎬ也很少关心预算执行问题的原因ꎬ监督机制流于

形式ꎬ影响预算执行的效果ꎮ 同时ꎬ各部门之间责任

划分不明确ꎬ在执行中出现的问题难以确定责任主

体ꎬ推诿扯皮现象较为严重ꎬ无法有效解决问题ꎬ预
算工作难以推进ꎮ

２.３.３　 财务部门推动力不足

财务部门作为预算管理的核心部门ꎬ应该发挥

重要的作用ꎮ 目前ꎬ在中小企业中管理者将追求业

绩目标视为首要任务ꎬ致使财务地位较低ꎬ以财务部

门为核心推动预算的阻力较大ꎬ影响财务部门跟踪

预算与实际差异产生的积极性ꎬ全面预算管理未在

中小企业中发挥自身的作用ꎮ
２.４　 考核指标不够明确ꎬ激励制度不够完善

大部分企业缺少全面预算的考核机制和指标体

系ꎬ对全面预算的执行效果缺乏有效的反馈和相应

的问责机制ꎬ对达不成预算目标的情况没有任何处

理措施ꎬ难以提升员工和公司整体对预算的关注度ꎮ
即便设置了考核指标ꎬ也常因企业习惯性达不到目

标而难以真正落实ꎮ
此外ꎬ中小企业设置考核指标的目的是考核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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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部门的工作业绩是否达标ꎬ缺乏积极的激励机制ꎮ
即使企业已经有效地执行了全面预算ꎬ如果没有相

应的激励机制ꎬ员工无法得到积极反馈ꎬ也会影响其

积极性ꎬ影响全面预算的推进ꎮ

３　 中小企业实施全面预算管理的改善建议

３.１　 优化管理体制ꎬ加强宣导工作

企业需要加强全面预算组织管理体系的建设ꎬ
提升全面预算管理工作效力ꎮ 例如ꎬ在企业全面预

算管理工作中ꎬ成立全面预算管理委员会和预算管

理责任中心ꎬ聘请外部专家和企业决策层作为委员

会负责人ꎬ由各部门负责人组成预算管理责任中心ꎬ
财务负责人担任组长ꎬ审计部门负责人担任副组长ꎬ
由双任制组长主持预算管理的日常工作ꎮ 此方式能

够有效提升企业全面预算的规范性、权威性、专业性

和高效性ꎬ加强企业内部沟通和协作能力ꎬ为企业实

现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保障ꎮ
除此之外ꎬ企业应充分利用现有资源ꎬ加强预算

管理相关知识的宣传和培训ꎬ使员工明确全面预算

管理的重要性ꎬ降低执行预算管理的阻力ꎬ达成部门

之间协同效应ꎬ提高预算的执行力ꎮ
企业开展预算管理知识的宣传和培训可以采用

内外结合的方式ꎮ 宣传内部预算管理制度、内部控

制制度及合规性对公司经营的影响ꎻ聘请外部专家、
学者到企业开展专题讲座ꎬ针对全面预算与企业未

来的发展以及员工个人在其中的价值等内容进行宣

讲ꎬ组织企业各部门负责人参加外部培训ꎬ加强管理

层的重视ꎬ增强企业整体的全面预算管理意识[４]ꎮ
３.２　 加强业财协同ꎬ明确部门职责

业务与财务的协同对企业实施全面预算管理至

关重要ꎮ 业务部门和财务部门应该相互配合ꎬ共同

制订预算ꎬ并在执行过程中保持密切的沟通和协作ꎮ
业务部门主要负责制订业务计划和目标ꎬ并确保其

实现ꎮ 财务部门则主要负责预算的编制、执行、监控

和考核ꎬ确保预算的合理性和有效性ꎮ
为加强业务和财务的协同ꎬ需建立有效的业财

协作机制ꎮ 首先ꎬ企业应建立定期的预算沟通会议ꎬ
业务部门和财务部门可以就预算执行情况、问题进

行讨论ꎮ 其次ꎬ建立数据共享平台ꎬ便于业财数据共

享ꎬ打破部门间信息壁垒ꎬ及时了解企业财务状况和

业务情况ꎮ 最后ꎬ还可以建立跨部门协作小组ꎬ由业

务和财务部门共同参与ꎬ共同解决预算执行中的

问题ꎮ
３.３　 全面预算管理流程和机制的完善

３.３.１　 选择合适的预算编制方法

中小企业应根据自身的业务特点和发展战略ꎬ
选择适合的预算编制方法ꎬ采用滚动预算、零基预

算、弹性预算等科学的预算编制方法ꎬ充分考虑市场

环境和业务变化ꎬ以提高预算的准确性和适应性ꎮ
根据企业生命周期使用不同的预算方法ꎬ在初

创期一般使用零基预算法编制预算ꎻ处于成长期的

企业有一定的发展基础和长远的战略目标ꎬ可分项

选择适用的编制方法ꎮ 例如ꎬ固定成本费用可使用

固定预算法、业务量同比增加的成本费用可选择增

量预算法、特殊项目或新增项目也可针对单一项目

使用合适的预算方法ꎻ如企业根据国家政策申报科

技项目或企业新开发运营的项目ꎬ也可适用零基预

算方法ꎮ 企业全面预算管理中多种方法结合更能提

高预算的准确性和可执行性ꎬ也更接近企业的实际

情况和应对市场的动态发展ꎮ
３.３.２　 优化预算的执行监督机制

中小企业做好预算管理的执行是提升全面预算

管理效果的重要条件ꎬ同时也是将编制的预算数据

融入企业战略目标的重要基础ꎮ 企业必须建立严谨

完善的预算管理制度ꎬ制度应该基于严谨性和可执

行性ꎮ 企业预算管理工作涵盖财务数据的统计及业

务信息的收集整理、对企业全体员工预算管理认知

的培训、业务财务指标的明确等ꎮ 企业在预算管理

工作中应根据企业实际情况及市场宏观政策或客观

因素等ꎬ及时调整和改进企业预算管理方法ꎮ
健全的预算监督机制才能真正发挥全面预算管

理的作用ꎬ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声誉ꎮ 首先ꎬ
企业应建立健全的预算管理制度ꎬ设立专门的预算

管理部门ꎮ 同时建立完善的预算审批流程ꎬ确保每

一笔支出均符合预算要求ꎮ 其次ꎬ加强内部审计ꎬ定
期对预算执行情况进行审计ꎬ发现问题及时提出整

改意见ꎮ 建立内部审计与外部审计相结合的机制ꎬ
确保审计结果的客观性和准确性ꎮ 最后ꎬ加强外部

监督也是优化预算监督机制的重要手段ꎮ 企业应定

期向股东、投资者披露预算执行情况ꎬ接受外部的监

督和评价ꎮ 这样可以提高企业的透明度ꎬ也有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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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长远发展ꎮ
３.３.３　 完善预算考核与激励制度

企业应建立科学的预算考核与激励制度ꎬ将预

算管理成果与员工绩效、晋升等实际利益挂钩ꎬ充分

发挥激励作用ꎬ激发员工参与预算管理的积极性ꎬ提
高整体管理效率ꎮ 预算管理责任中心应把设定的预

算总目标自上而下地分解到各中心的具体岗位ꎬ将
预算目标落实到各个部门、每位员工ꎬ各中心员工明

确具体的预算指标ꎬ提高工作效率ꎬ同时也提升全面

预算的执行力ꎮ 企业对员工进行多维度业绩评价考

核ꎬ综合考虑员工晋升机制和薪酬结构ꎬ设计合理的

晋升体系和薪酬预算ꎬ预算考评、薪酬分配、晋升体

系一体化ꎬ形成可落地的激励考评机制ꎬ保证最终的

预算考评合理性的同时兼顾企业的短期和长期发

展ꎮ 将企业预算目标的执行结果与员工的绩效考核

挂钩能增强员工对企业的责任和使命感ꎬ对完成较

好的员工给予晋升的机会ꎬ调动员工的积极性ꎬ确保

预算管理的执行力ꎬ达到既定的企业经营目标ꎮ
３.４　 积极利用信息化平台

合理使用信息化建设能够有效提高全面预算管

理的执行效率ꎮ 企业随时面临内部环境、外部市场

的变化ꎬ需要持续跟进分析ꎬ及时调整和完善预算数

据ꎬ但中小企业在信息化建设上重视度普遍偏低ꎬ这
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企业的沟通成本、试错成本、决
策成本ꎬ给预算管理增加阻碍ꎮ 因此ꎬ中小企业应加

大信息化办公系统的建设ꎬ补齐信息反馈沟通的短

板ꎬ将全面预算管理的编制、执行、监管与考核等各

个环节纳入信息办公系统ꎬ及时处理ꎬ实时反馈ꎬ提
高信息数据的时效性和应用性ꎬ提高预算管理沟通

和信息同步的效率ꎮ
３.５　 加强财务人员和业务人员的能力培训

提升财务人员的能力主要可以关注以下两个方

面:一方面ꎬ对财务人员进行系统的预算管理培训ꎬ
使其进一步了解预算管理的概念、目的、原则和重要

性ꎻ另一方面ꎬ提升财务人员的专业能力ꎬ增加培训ꎬ
指导财务人员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编制方法ꎻ
培养财务人员掌握财务比率分析、趋势分析、财务预

测等财务分析技能ꎬ以更好地理解和运用财务数据ꎻ

讲解预算调整流程、差异分析、预警机制等执行与控

制的方法和技巧ꎬ以提高财务人员的执行力和应变

能力ꎻ强调预算管理中的风险管理ꎬ增强财务人员识

别和评估潜在风险的能力ꎮ
提升业务人员能力也可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

一方面ꎬ向业务人员传达全面预算管理的重要性ꎬ使
其认识到预算管理是业务管理的重要一环ꎬ与业务

目标息息相关ꎻ另一方面ꎬ增强对业务人员的预算管

理相关知识ꎬ讲解业务部门的预算编制流程和方法ꎬ
使业务人员了解如何将业务计划转化为预算ꎬ并确

保预算的有效执行ꎻ培训业务人员掌握成本控制的

方法和技巧ꎬ以提高业务效率和质量ꎻ指导业务人员

了解预算调整的流程和原则ꎬ确保预算调整符合整

体战略目标ꎻ介绍绩效考核和激励机制在全面预算

管理中的作用ꎬ提高业务人员的积极性和参与度ꎮ

４　 结论

全面预算管理作为企业经营管理的重要组成部

分ꎬ对提升企业的战略执行力、优化资源配置、降低

成本、提高经济效益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ꎮ 中小

企业在实施全面预算管理时ꎬ应充分认识自身存在

的问题ꎬ通过提升人员专业度、优化管理机制与流程

建设和加强业财融合等方式ꎬ提高全面预算管理的

效果和企业的整体管理水平ꎬ同时不断总结经验ꎬ持
续优化全面预算管理流程和方法ꎬ以适应不断变化

的市场环境ꎬ促进企业的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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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大数据背景的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优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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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ꎬ大数据技术在管理工作中全面应用ꎬ内部控制作为行政事业单位管理中一项重要的工

作ꎬ运用大数据技术能有效提高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的管理效率ꎬ但在技术的运用过程中还存在诸多问题ꎮ 如何改善大数据

背景下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的有效运行成为一个重要课题ꎮ 因此ꎬ文章分析了大数据技术在内部控制应用中的现状和问题ꎬ

提出了一些实用建议ꎬ旨在为行政事业单位加强内部控制管理提供参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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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行政事业单位是国家治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是服务社会的重要组织ꎬ通过资源协调、市场监管等

方式开展相应的服务工作ꎬ加强内部控制管理能保

障行政事业单位的长期规范运行ꎬ同时提升自身形

象和政府公信力ꎮ 近年来ꎬ“大数据”一词成为当前

信息化社会的代名词ꎬ大数据不仅代表着海量信息

的集成化ꎬ更是对信息进行多样化、异构化处理的重

要方式[１]ꎮ 当前ꎬ大数据技术在行政事业单位中已

经涉及各部门、各工作流程及体系建设ꎬ利用“数字

化＋业务”的大数据技术构建并完善内部控制体系ꎬ

进一步提升业务处理的有效性、精准性ꎬ强化监督管

理的规范性、科学性ꎮ

１　 大数据技术在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应

用的基本情况

我国正处于数字化发展的浪潮中ꎬ大数据技术

在我国行政事业单位的管理工作中应用广泛ꎬ能有

效提高行政事业单位的内控管理效率ꎬ因此对当前

大数据技术在行政事业单位的内部控制的应用情况

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ꎮ 在对行政事业单位

的内部控制管理工作中ꎬ选取单位层面的内控决策、

内控执行及内控监督内控工作中大数据技术的应用

情况ꎬ以及选取业务层面的预算管理、收支管理、采

购业务及资产管理对行政事业单位应用大数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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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进行探究ꎮ
１.１　 内部控制决策

从单位角度看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工作的基

础性工作是内控决策ꎮ 传统的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

制决策需要实地进行民主评估和组织检查ꎬ然后召

开会议进一步统一研究ꎬ如有不同意见需要再次进

行实地调查ꎬ在实行“三重一大”的集体调查程序中

需要不断地进行相关人员的走访ꎬ耗费人工和时间

成本[２]ꎮ 运用大数据技术在进行行政事业单位的

内部控制决策时ꎬ进行“三重一大”的集体调查程序

中可以通过线上问卷调查的方式ꎬ凭借员工内部的

工作账号进行问卷的发放来确保调查的严谨性ꎬ然
后通过线上的数据共享使得所获取的结果能够在线

上通知相应的决策者ꎬ最后在一系列流程结束后ꎬ进
行会议的召开ꎬ有效地提高了信息的传达效率ꎬ并且

节约了时间成本ꎮ
１.２　 内部控制执行

有效的内部控制执行能提高行政事业单位的内

部控制和监管力度ꎮ 传统的内部控制管理通常设立

专职岗位或监察小组ꎬ对各部门进行信息收集和风

险评估ꎮ 这种方式往往导致资源浪费ꎬ且难以及时

发现并降低潜在风险ꎮ 引入大数据技术后ꎬ行政事

业单位能在执行前周密地设定内部控制制度和预

算ꎬ使用现代化信息技术在数据平台上设置预算条

件等限制措施ꎮ 这不仅使得预算申报和采购业务更

加受控ꎬ还能在触发风险点时立即反馈至内部控制

负责人ꎬ显著提高了内部控制的效率和执行力ꎮ
１.３　 内部控制监督

内部控制监督是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管理工

作的重要工作ꎬ传统的内部控制监督工作是由行政

事业单位的决策者牵头进行推进工作ꎬ制订明确的

内控监督工作计划ꎬ明确内部监督检查的工作重点ꎬ
定时进行内部控制监督的汇报并落实相应的整改ꎮ
在行政事业单位中运用大数据技术能在传统的内部

控制监督上提升监督的工作管控力和效率ꎮ 如运用

大数据技术对早期行政事业单位的内部控制监督中

存在的问题进行数据化汇总ꎬ然后制订科学的内控

监督的计划工作ꎬ并且由于数据信息化行政事业单

位中的技术引入ꎬ可以随时随地调取各环节的相应

内部控制管理数据ꎬ大幅度降低了内部控制监督的

舞弊情况ꎮ
１.４　 预算管理

预算管理是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管理的核心

环节ꎬ其规范化执行对防范资金风险至关重要ꎮ 行

政事业单位的预算制度常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预

算法»设定ꎬ进一步根据«预算法»的具体要求来建

立相应的内部控制规范ꎮ 传统的预算管理流程涵盖

部门预算上报、财务汇总及会议审议ꎬ随后将预算细

节下发至各部门以供执行和考核ꎮ 此过程涉及众多

手工操作环节ꎬ从上报至财务汇总ꎬ再至预算批准和

分发ꎬ流程复杂且监管漏洞较多ꎬ容易引发舞弊和腐

败ꎮ 引入大数据技术后ꎬ行政事业单位的预算管理

得以优化ꎬ通过在线表单申请、数据监控等现代化手

段ꎬ有效监管预算的整个流程[３]ꎮ 此外ꎬ预算审批

采用链式处理ꎬ各环节负责人逐级审核ꎬ相互监督ꎬ
显著提升了预算管理的严格性和透明度ꎮ

２　 大数据技术对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的

影响

２.１　 提升内部控制工作效率

大数据技术有很多种类和方法ꎬ行政事业单位

在内部控制中要结合业务需求ꎬ合理应用大数据技

术ꎬ构建“数字化＋业务”的内部控制体系ꎮ 在现有

内控管理制度下ꎬ将单位的人事管理、财务管理、采
购管理、项目管理、资产管理等纳入信息共享平台ꎬ
紧盯重点领域、关键业务、重要岗位ꎬ关注可能存在

的廉政风险、操作风险ꎬ利用信息技术采取“一张网

络、一个标准”的业务流程ꎬ推动信息数据实时归

集、共享应用ꎬ发挥数据共享在内部控制应用中的最

大价值[４]ꎮ 提升内部控制的自动化程度ꎬ提高内部

控制管理中信息的传输效率ꎬ降低人工操作主观性、
随意性产生的错误率ꎬ使各部门的信息交流时效缩

短、办事流程标准统一、业务处理高效快捷ꎮ
２.２　 强化内部控制监督管理

在大数据背景下ꎬ内部控制相较传统方法实现

了严格的监管ꎮ 传统控制常依赖抽检ꎬ难以全面覆

盖ꎬ舞弊和风险难以完全识别ꎮ 例如ꎬ在项目资金拨

付中ꎬ多层签字审批不能确保真实性ꎬ容易发生舞

弊ꎮ 然而ꎬ大数据技术引入后ꎬ采用职位分离与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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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批ꎬ将关键监管信息整合至内部控制系统ꎬ包括使

用权限、电子签章、指纹及人脸识别等ꎬ不仅增强了

岗位间的制衡ꎬ还提升了信息透明度与业务流程的

安全性和规范性[５]ꎮ
２.３　 提升内部控制风险评估准确度

传统的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依赖人工审核ꎬ
个人主观性可能凌驾于事实的客观性ꎮ 例如ꎬ在财

务部门ꎬ部分财务风险可能被视为内部控制漏洞ꎬ而
人力资源部门可能不认为这会影响其工作ꎮ 这导致

内部控制的不准确性和风险评估的错误ꎮ 相反ꎬ在
大数据环境下ꎬ内部控制通过建立完善、规范、透明

且共享的流程和制度ꎬ不仅促进了信息的互通ꎬ也根

据部门和环节的不同属性ꎬ有效控制了风险因素ꎬ显
著提高了风险评估的准确性ꎮ

３　 大数据背景下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存

在的问题
３.１　 信息共享化程度偏低

行政事业单位的内部控制涉及多个部门ꎬ通常

由专设部门或专业人员负责ꎮ 该工作的复杂性和全

面性要求各部门间的密切配合ꎮ 然而ꎬ随着大数据

技术的引入和信息化建设的推进ꎬ尚处于起步阶段

的技术和流程ꎬ加之员工对新技术的适应性较低ꎬ导
致部门间的合作和沟通效率偏低ꎬ工作难以有效执

行ꎮ 引入大数据后ꎬ信息整合不足ꎬ数据难以共享ꎬ
形成了诸多“信息孤岛”ꎬ导致内控风险增加ꎮ 这些

因素共同阻碍了通过大数据技术全面掌握内部控制

管理ꎬ进而影响了部门间工作反馈的顺畅进行和内

控问题的及时发现ꎬ严重制约了内部控制工作的科

学性和规范性[６]ꎮ
３.２　 大数据技术在内部控制工作应用的重视

程度偏低

部分行政事业单位未能充分重视大数据技术在

内部控制的应用ꎬ导致其在内控管理中并未全面采

用此技术ꎮ 首先ꎬ部分单位由于资金限制ꎬ难以引入

成本较高的大数据技术ꎮ 特别是小型且职能单一的

单位ꎬ独自承担高昂的技术引进和维护费用显得力

不从心ꎮ 其次ꎬ单位在采纳管理新思维方面也显得

保守ꎬ缺乏将大数据技术纳入内部控制的前瞻性思

维[７]ꎮ 即便投入巨资引进大数据技术ꎬ缺乏持续的

技术更新和维护也使得技术应用效果大打折扣ꎮ 因

此ꎬ单位在内控管理中大数据技术的实际成效和价

值未达预期ꎬ严重影响了其在内部控制中的应用效

果ꎮ 不论是资金不足、技术搁置ꎬ还是管理层对数据

化内控的理解不足ꎬ都反映了对大数据技术应用的

不够重视ꎮ
３.３　 基于大数据的内控体系尚不完善

当前ꎬ行政事业单位因经费和人员限制ꎬ面临内

部控制建设不全面、措施片面的问题ꎬ难以形成有效

体系ꎮ 制度设计后往往缺乏必要的优化与更新ꎬ未
随外部环境和经济活动变化而调整ꎬ导致内控制度

与实际业务脱节ꎮ 此外ꎬ尽管部分单位建立了内部

控制体系ꎬ但执行形式化ꎬ未充分发挥预防和增效功

能ꎮ 例如ꎬ事前审批制度常变为事后补批ꎬ未达到预

期效果ꎮ 因此ꎬ运用大数据技术时应确保与制度的

紧密结合ꎬ增强内部控制的系统性与实效性ꎮ
３.４　 大数据内部控制管理人才匮乏

内部控制关键岗位的人员素质直接影响行政事

业单位的执行效果ꎮ 在大数据背景下ꎬ人才短缺是

一个主要障碍ꎬ主要因素包括:一方面ꎬ缺乏持续的

人才培养机制ꎬ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迅速ꎬ需求远大于

供给ꎬ尤其是大数据与内部控制管理的复合型人才ꎮ
另一方面ꎬ专业岗位人员配置不足ꎬ许多单位内部控

制岗位由其他职员兼职或代理ꎬ导致专业知识和技

能不足ꎬ影响了对内部控制工作的判断及大数据技

术的应用ꎬ削弱了内部控制管理效果ꎮ 因此ꎬ尽管有

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ꎬ人才缺乏仍难以有效执行基

于大数据的内部控制任务ꎮ

４　 大数据背景下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的

优化策略
４.１　 提高信息共享化程度

全面的信息共享是基于大数据的内部控制管理

的核心目标ꎮ 在行政事业单位中ꎬ为了提升信息共享

程度ꎬ必须打破部门间壁垒ꎬ实现内外部管理整合及

上下级一体化ꎬ建立开放、协调和高效的工作环境ꎮ
各部门应通过大数据服务平台和跨部门合作ꎬ整合现

有数据资源ꎬ构建和完善数字化治理的组织联动体

系[８]ꎮ 通过这种方式ꎬ可以实现信息共享和协同工

作ꎬ集中处理业务全流程ꎬ并建立统一的流程规范和

管理体系ꎮ 通过完善数据提取、内容分析和监测预警

功能ꎬ大数据技术与内部控制相辅相成ꎬ不仅实现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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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共享和利用ꎬ也提升信息服务的准确性和及时性ꎬ
快速精确地识别内部控制异常ꎬ从而建立规范化的数

字内部控制系统ꎬ提高内部控制效率和效果ꎮ
４.２　 加强对数据内部控制的重视程度

内部控制对行政事业单位至关重要ꎬ主要包括

多种管理与监控活动ꎮ 随着内外环境及经济形势的

变化ꎬ传统控制方法已不再适应这些需求ꎬ大数据技

术显得尤为重要ꎮ 此技术能实现实时监控、数据及

预测分析和智能决策ꎬ有效避免人工操作误差ꎬ防范

舞弊和风险ꎮ 因此ꎬ行政单位需加强对大数据技术

的应用ꎬ如增加技术投资ꎬ更新设备ꎬ培养人才ꎻ建立

数据安全机制ꎬ保障数据和网络安全ꎻ提升数据分析

能力ꎬ培养数据分析团队ꎻ与外部机构合作ꎬ共同应

用大数据ꎬ从而提高内部控制的效率和水平[９]ꎮ
４.３　 完善以大数据为基础的内部控制体系

行政事业单位在设计和实施内部控制中ꎬ通过

大数据技术的系统化设置和标准化流程ꎬ有效提升

了流程规划、运行监控、持续优化和绩效评估的效

率ꎮ 首先ꎬ系统地编制内部控制操作手册ꎬ细化业务

流程ꎬ明确关键环节ꎬ分析经济风险ꎬ识别风险点ꎬ并
制订相应策略ꎬ增强内部控制的实用性和执行力ꎮ
其次ꎬ内部控制需灵活调整以应对社会变化ꎬ增强内

部控制系统的适应性和应急能力ꎮ 传统的控制体系

常因设计滞后和被动应对问题而效率不佳ꎬ数字化

环境下应及时进行体系优化ꎮ 最后ꎬ加强内部监督

和评估是提升管理效率的关键步骤ꎮ 行政事业单位

应构建完善的监督评价体系ꎬ融入绩效理念ꎬ扩大评

价范围ꎬ涵盖预算执行、经济责任、项目管理及财务

状况ꎬ以规范单位运作ꎮ
４.４　 建设专业化的人才队伍

内部控制与大数据技术的融合不仅拓展了内控

的覆盖范围和深度ꎬ也增强了信息技术的协调和管

控能力ꎮ 这要求相关从业者既需精通业务也需掌握

技术ꎬ对其综合能力和职业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ꎮ
然而ꎬ部分行政事业单位面临复合型人才短缺的问

题ꎬ难以满足内部控制信息化建设的人力资源需求ꎮ
为解决这一问题ꎬ首先应建立一套内部控制人才培

养机制ꎬ从优先聘用的角度筛选符合单位信息化内

控需求的高素质人才ꎬ并制订详细的人才培养规划ꎬ

加强专业知识与信息技能的培训ꎮ 其次ꎬ建立内部

控制人才的激励机制ꎬ完善奖惩系统ꎬ采用“机会赋

予、全面激励、系统激活”的策略ꎬ鼓励专业人员在

实际工作中不断学习、积累经验和探索ꎬ促进其在岗

位上的成长[１０]ꎮ

５　 结论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正在深刻地改变行政

事业单位管理体系、能力、结构与价值ꎬ随着技术、业
务与数据深度融合ꎬ智能化数字治理场景将成为行

政事业单位公共服务的新形态和基本趋势ꎮ 基于

此ꎬ行政事业单位要充分挖掘数据潜能ꎬ强化内控刚

性约束ꎬ逐步提升公共服务能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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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随着业财融合理念的深入ꎬ高校资产管理方式

也在发生变革ꎬ传统的财务管理模式已无法满足日

益复杂的资产管理需求ꎮ 文章旨在通过对高等院校

资产管理各环节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和分析ꎬ探
讨如何在业财融合背景下ꎬ优化高校资产管理的实

施路径ꎬ从而提升资产管理效能和科学决策的精确

度ꎬ助力高校的全面发展ꎮ

１　 研究背景

１.１　 业财融合的发展现状

业财融合指的是业务与财务的紧密结合ꎬ通过

业务和财务的高度协同和互联互通ꎬ以达成发展目

标ꎮ 具体而言ꎬ从职能的角度来讲ꎬ传统的高等院校

财务职能主要聚焦账务处理ꎬ对业务发展关注较少ꎮ
如今ꎬ财务人员需要走近业务、深层次了解业务ꎬ主
动推动业务发展ꎬ并与业务部门建立伙伴关系ꎬ将工

作重点从简单的账务处理拓展到解决业务问题ꎮ 从

能力维度来讲ꎬ过去高等院校财务关注账务处理技

能ꎬ如今更关注财务技能从数字罗列到数据分析的

转变ꎬ强调提升财务人员的数据分析能力ꎬ促进其主

动与业务部门的沟通协调ꎬ逐步培养其业务思维ꎮ
从工作方法的角度来讲ꎬ传统的高等院校财务人员

仅需掌握基础会计知识和简单的软件操作ꎮ 而当

下ꎬ财务人员需要提高自身综合素质ꎬ丰富自身知识

储备ꎬ转变传统工作模式ꎬ全面了解相关业务知识和

新的技术方法ꎬ有效利用信息化手段以推动高等院

校的全面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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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高等院校资产管理工作的现状

高等院校的资产管理工作具有悠久的历史ꎬ
但在实际操作中常常面临诸多复杂情况ꎮ 在资产

管理工作方面ꎬ存在以下有待解决的业财融合问

题ꎬ例如ꎬ在登记环节ꎬ存在不同部门对资产的分

类标准不同的问题ꎻ在资产日常管理环节ꎬ存在不

同部门对资产管理责任不明晰、数据间存在壁垒

导致数据无法高效共享的问题ꎻ在资产清查和损

失责任认定环节ꎬ存在管理不善与权责划分不清

晰的问题ꎻ在资产统计报告时ꎬ资产的权属划分存

在标准不统一的问题ꎮ
１.３　 在资产管理中业财融合的实现路径

基于资产管理工作的现状ꎬ高等院校可以通过

以下路径深化业财融合ꎮ 在资产登记环节ꎬ财务部

门应组织针对性的业务培训ꎬ与业务部门建立定期

沟通平台ꎻ在资产日常管理环节ꎬ开展顶层设计明晰

责任ꎬ打通数据壁垒实现共享ꎬ定期组织资产清查加

强管理ꎻ在资产清查和损失责任认定环节ꎬ强化资产

标识系统ꎬ加强资产管理培训ꎬ建立健全资产损失责

任认定和处理机制ꎻ在资产统计报告环节ꎬ实施统一

的资产管理平台ꎬ制订并执行跨部门资产共享与管

理政策ꎬ优化资产报告和预算编制流程ꎮ 文章基于

高等院校资产管理的流程ꎬ探索在高等院校资产管

理工作中实现业财融合的具体路径ꎬ助力资产管理

水平的全面升级ꎮ

２　 高等院校资产管理的流程

文章将以 Ａ 高校(国内某综合性大学)为例ꎬ从
四个环节介绍高等院校资产管理的流程ꎮ

２.１　 资产登记环节

在高等院校的资产登记环节中ꎬ资产使用人根

据三人以上的验收小组对采购资产进行实物检查而

形成的资产验收单(确认品牌、规格型号等均符合

采购要求)ꎬ登录资产综合管理系统ꎬ录入购置日

期、厂家、出厂号、规格型号和存放地点等关键信息ꎬ
上传资产实物照片、购置发票和合同ꎬ提交资产入账

信息ꎬ经由部门资产管理员初审后ꎬ提交至校资产管

理员终审ꎬ后按财务报销流程做资产入库ꎮ 部门资

产管理员和校资产管理员严格按照当地省份相关

指导文件要求进行审核ꎬ确认是否符合资产配置

标准、资料是否齐全、是否填写实际可发生经济支

出的项目名称ꎬ无误后通过审核ꎬ完成资产登记

环节[１] ꎮ
２.２　 资产日常管理环节

在资产使用环节ꎬ资产使用人是直接责任人ꎮ
每个资产所属单位配备专职的资产管理员ꎮ 资产管

理员的职责包括固定资产的入账审核、账卡管理、定
期清查盘点、统计报告、资产信息填报、资产调拨、资
产处置以及监督检查等ꎮ 资产管理员定期形成管理

报告ꎬ提交给分管责任人审核ꎮ 审核无误后ꎬ这些报

告将被送至学校资产管理部门ꎬ由校级部门汇总并

向校管理层报送整体资产管理情况ꎮ
此外ꎬＡ 高校还进一步在校级层面建立大型仪

器共享管理平台ꎬ目前已实现校内和校外线上共享

开放ꎮ 平台管理人员根据预约次数、共享用时和共

享收入等信息ꎬ设立奖励机制ꎬ以激励用户频繁地使

用共享资产ꎬ从而提升其使用效益ꎮ
２.３　 资产清查和损失责任认定环节

资产清查及损失责任认定环节是高等院校资产

管理中的关键组成部分ꎮ 首先ꎬ通过进行全面的资

产清查ꎬ对各项资产的状态进行详细记录和分析ꎬ发
现并纠正管理漏洞ꎬ及时更新资产管理数据ꎮ 如果

在资产清查过程中发现固定资产遭受损失ꎬ则进入

损失责任认定及处理阶段ꎮ 其次ꎬ在这一环节中ꎬ资
产所属单位需根据资产损失的具体情况进行评估ꎬ
结合资产的折旧年限ꎬ判断该损失是否由个人操作

不当或管理不当等过失行为引起的ꎮ 最后ꎬ依据上

述判定对当事人做出相应的经济赔偿责任认定ꎮ 损

失责任认定制度ꎬ有利于增强全院师生的资产使用

与管理责任意识ꎬ通过制度约束和经济责任的双重

作用ꎬ提高整体的资产管理效率[２]ꎮ
２.４　 资产统计报告环节

在高等院校资产统计报告环节ꎬ财务部门利用

信息系统以及相关部门提供的信息ꎬ形成各类资产

报告和报表ꎬ包括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报表、年度资

产分析报告、公务用车统计报表、高等学校实验室信

息统计数据ꎬ教育事业统计和本科教学质量报告等ꎮ
财务处通过详细的数据统计和深入的数据分析ꎬ得
出学校资产运用的效率和效益ꎬ为学校的内部控制

提供支持ꎬ为学校管理层规划未来发展提供量化的

依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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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流程形成了如图 １ 所示ꎮ

图 １　 高等院校资产管理流程

３　 高等院校资产管理中业财融合的实施路径

３.１　 资产登记环节的业财融合路径

在高等院校资产登记环节ꎬ不同部门在资产使

用过程中的侧重点不同ꎬ导致对同一资产的分类标

准不同ꎬ影响了资产负债表中固定资产累计折旧和

无形资产累计摊销两个项目的计量ꎬ进而影响资产

总值的精确度ꎮ 具体而言ꎬ采购与招标中心主要关

注采购和招投标流程的合法性ꎬ例如ꎬ采购意向的公

开性、货物采购的审批流程以及预算金额与审批表

金额的一致性等ꎮ 而资产使用部门则关注资产的实

际性能是否符合要求ꎬ是否满足业务发展需要ꎮ 这

两个部门在资产分类的认识上存在不一致ꎮ 而财务

部门则根据会计政策的要求对资产进行分类及后续

折旧与摊销ꎮ 上述情况导致在实际工作中ꎬ各部门

标准不统一、数据不通用ꎬ影响财务部门的正常工

作ꎮ 为解决这些问题ꎬ资产登记环节可以通过实施

以下业财融合措施ꎮ
第一ꎬ财务部门应定期组织有针对性的业务培

训ꎬ向资产使用部门的相关人员深入介绍会计政策

中关于资产分类、资产使用年限以及折旧的相关规

定和标准[３]ꎮ 培训不仅包括理论知识ꎬ还应通过实

际案例分析ꎬ帮助资产使用人员理解不同资产分类

对财务报表的具体影响ꎬ从而提升他们对资产分类

正确性的重视ꎮ
第二ꎬ财务部门应与业务部门建立定期沟通平

台ꎬ如定期会议、工作小组等ꎬ确保双方在资产的使

用、采购及分类上保持开放和持续的交流ꎮ 此外ꎬ可
以使用技术工具如共享文档、实时更新的数据库等ꎬ
增强信息透明度和即时更新的能力ꎮ 这样一来ꎬ可
以及时解决资产分类过程中出现的分歧ꎬ确保财务

资产类别的划分与业务部门的实际使用和认知达到

一致ꎮ

３.２　 资产日常管理环节的业财融合路径

在资产日常管理环节ꎬ存在资产管理责任不明

晰ꎬ不同部门之间信息无法实时共享的问题[４]ꎮ 具

体而言ꎬ资产使用部门主要关注资产的质量和性能

是否能满足需求ꎬ因此收到实物后未在短时间内完

成报账手续ꎮ 而财务部门主要关注资产是否已入库

登记、是否完成资产的核算ꎮ 这两个部门分别关注

实物和账务ꎬ在实际操作中存在管理责任不明晰、账
务与实物出现不相符的问题ꎬ将影响财务部门的资

产核算ꎮ 为解决这些问题ꎬ资产日常管理环节可以

通过实施以下业财融合措施ꎮ
第一ꎬ高等院校可以通过开展顶层设计ꎬ搭建管

理框架ꎬ建立资产管理工作办公室ꎬ明确资产使用及

管理责任ꎮ 由主要职能部门负责人推动本部门业务

进展ꎬ并按期督办和通报ꎮ 相关部门积极出台校内

管理办法ꎬ压实管理主体责任ꎬ使相关部门在资产日

常管理环节加强规范性把控ꎮ
第二ꎬ高等院校通过自上而下的协调资产管理

工作ꎬ打通不同部门之间的数据壁垒ꎬ共享不同部门

和不同系统间的信息化数据ꎬ进一步降本增效ꎬ促进

业务协调发展ꎮ 加强学校层面的信息化建设ꎬ将业

务部门对资产数据的需求予以完善ꎮ
第三ꎬ定期组织资产盘点ꎬ在学校层面动员相关

人员及时将名下资产存放地等重要信息在信息系统

中进行更新ꎮ 组建资产检查小组ꎬ全面检查是否资

产标识化、资产标签与实物是否相符ꎬ并定期将检查

情况通报ꎮ
３.３　 资产清查和损失责任认定环节的业财融

合路径

在高等院校ꎬ资产的有效管理直接影响科研经

费的利用效率和国有资产的安全ꎮ 然而ꎬ当前资产

清查和损失责任认定环节仍存在一定的问题ꎮ 一方

面ꎬ由于管理不善ꎬ资产盘亏现象时有发生ꎮ 例如ꎬ
高精尖设备的重要零部件通常体积较小ꎬ难以附加

显著的资产标签ꎬ导致部分学生未意识到这些是实

验室的关键资产ꎮ 因此ꎬ缺乏适当的领用和归还登

记程序ꎬ资产在各实验室间使用时经常发生丢失ꎮ
另一方面ꎬ缺乏相应的安全使用培训ꎬ部分学生在使

用仪器设备时操作不当ꎬ导致仪器非正常损失ꎮ 例

如ꎬ学生将装有酒精的烧杯放入马弗炉中进行相关

的实验ꎬ由于温度过高ꎬ马弗炉燃烧ꎬ产生安全事故ꎮ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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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影响了人员安全ꎬ也造成了资产损失ꎮ 为解决上

述问题ꎬ可以采用以下措施ꎮ
第一ꎬ强化资产标识系统ꎮ 在购入资产时ꎬ应立

即使用永久性标签记录详细的资产信息ꎮ 此外ꎬ对
容易丢失或损坏的小型设备ꎬ运用缩小喷码机的条

形码方式完成标识化ꎬ实施严格的管理措施ꎬ确保资

产的每一次移动都能被追踪和记录ꎬ从而有效保护

资产安全ꎮ 同时ꎬ加强内控措施ꎬ建立严格的实验室

进出管理制度ꎬ确保所有设备出入都有记录ꎮ
第二ꎬ加强资产管理培训ꎮ 高校需要增强教职

工和学生对资产管理重要性的认识ꎮ 包括开展针对

常用实验设备的详细操作培训、通过在线教学资源ꎬ
如视频教程和互动模拟来提供随时可用的学习工

具ꎬ以及强调良好资产管理对维持教学质量和降低

维护成本的重要性ꎮ 此外ꎬ通过实际操作演示和激

励机制(如表彰和奖励符合资产管理规定的个人或

部门)ꎬ增强参与者的参与感和责任感ꎮ
第三ꎬ建立健全资产损失责任认定和处理机制ꎮ

在业财融合的背景下ꎬ制订清晰的资产处置流程和

损失责任认定标准ꎮ 对每一类资产损失情况ꎬ都应

有明确的解决方式和责任追究方法ꎬ形成健全的责

任体系ꎬ加强资产的整体管理ꎮ
３.４　 资产统计报告环节的业财融合路径

在报告环节ꎬ资产的权属部门划分存在标准不

统一的问题ꎮ 例如ꎬ精细化工实验室的一套蒸馏设

备在资产录入系统中归属于一个部门ꎬ而在教务处

系统中又被划分为不同的教学实验室ꎮ 同时根据科

研项目的需要ꎬ实际使用时又可能被划分给不同的

科研课题组ꎮ 这种多重划分导致财务人员难以掌握

资产的实际使用部门ꎬ报表与报告的呈现存在明显

的滞后性ꎬ影响了资产报表和报告的准确性ꎮ 为解

决上述问题ꎬ高校资产管理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方

面进行优化ꎮ
第一ꎬ实施统一的资产管理平台ꎮ 开发或应用

统一的资产管理系统ꎬ将该系统用于高校的所有部

门ꎬ以确保资产录入、更新、追踪和报告的一致性ꎮ
该平台应包含统一的资产标识和分类标准ꎬ并能够

适应不同部门和课题组需求的灵活性ꎮ 通过这一平

台ꎬ所有资产信息在校内的流转都能有清晰的记录

和追踪ꎮ

第二ꎬ制订并执行跨部门资产共享与管理政策ꎮ
建立明确的规则和程序ꎬ用以指导资产的跨部门共

享和利用ꎮ 具体包括制订资产归属决策、使用权限

和使用期限的标准ꎮ 此政策应通过部门间协议的形

式明确资产的使用权和责任人ꎬ确保资产使用的透

明度ꎮ 同时ꎬ此政策还应包含定期审查机制ꎬ以适应

不断变化的教学和研究需求ꎮ
第三ꎬ优化资产报告和预算编制流程ꎮ 改进资

产的报告机制ꎬ确保资产使用和状态的实时更新ꎮ
采用自动化工具收集和处理资产数据ꎬ减少人工输

入错误和时间延迟ꎮ 此外ꎬ将资产管理系统与财务

预算系统连接ꎬ以支持预算的编制与执行阶段密切

地根据实际的资产数据进行调整和优化[５]ꎮ

４　 结论

文章基于业财融合的背景下ꎬ研究了高等院校

资产管理的对策ꎬ形成了以下结论:(１)在高等院校

资产管理的过程中ꎬ应加强业务培训ꎬ部门间定期沟

通ꎻ(２)通过学校顶层设计ꎬ明确资产管理的责任部

门ꎬ打通数据壁垒实现共享ꎬ定期组织资产盘点加强

资产实务管理ꎻ(３)强化资产标识系统ꎬ建立健全资

产损失责任认定和处理机制ꎻ(４)实施统一的信息

化平台ꎬ制订并执行跨部门资产共享与管理政策ꎬ优
化资产报告和预算编制流程ꎮ 通过多环节、全流程

的优化与把控ꎬ进一步提升高等院校资产管理的效

率与效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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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制造业企业全过程成本管理思路

赵　 杰

(无锡一棉纺织集团有限公司ꎬ江苏　 无锡　 ２１４０００)


摘　 要: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ꎬ企业发展面临严峻的负面影响ꎮ 纺织制造业企业在成本管理环节要建立全过程成本管理体

系ꎬ从不同流程明确资源配置要求ꎬ促进各环节得到全方位控制ꎬ为企业实现发展的目标提供支持ꎮ 基于此ꎬ文章对纺织制造业

企业的全过程成本活动进行研究ꎬ探讨了各环节成本管理活动的要求ꎬ对企业在当前时代下实现对成本的科学控制以及管理提

供必要保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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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近年来在制造业企业间的市场竞争日趋激烈ꎮ

为提高企业自身竞争力获得市场竞争力ꎬ要高度关

注成本控制要求ꎮ 纺织制造业企业在实施成本管理

环节要全方位关注各流程产生的成本ꎬ结合成本控

制要求建立健全具体的规划ꎬ促进企业各环节成本

得到科学控制ꎮ 纺织制造业企业作为我国制造业中

的重要组成部分ꎬ在成本管理环节要全面认识成本

控制的具体要求ꎬ根据纺织制造业企业自身实际特

点健全成本控制策略ꎬ促进各维度成本得到全方位

管理ꎬ为企业实现发展提供支持ꎮ 因此ꎬ文章对成本

管理活动的相关要求进行分析ꎬ论述了成本控制的

具体方案ꎬ对企业实现降本增效以及获得发展提供

必要支持ꎮ

１　 相关概念

纺织制造业企业的全过程成本控制是在纺织制

造业企业发展过程中已预设的规划工作标准ꎬ对后

续采购、生产等各环节成本进行全方位、全环节控制

的过程ꎮ 全过程成本控制要求对成本管理活动的各

环节明确各级人员工作要求和标准ꎬ并规范成本控

制要求ꎬ形成全员参与全环节控制的成本管理措施ꎬ
促进成本管理活动的目标顺利达成ꎮ

２　 纺织制造业企业全过程成本管理的问题

第一ꎬ人员管理不当ꎮ 纺织制造业企业在成本

管理环节要高度关注成本管理的要求及员工职责ꎬ
形成科学的控制措施ꎮ 但是部分企业人员管理不完

善ꎬ人员不了解成本控制相关要求ꎬ未建立成本管理

活动的具体标准ꎬ无法通过对各级人员的工作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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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细化分析形成精细化的成本管理方法ꎬ从而导

致成本失控等一系列风险的发生ꎮ
第二ꎬ采购成本控制不力ꎮ 纺织制造业企业在

实施采购过程中要对采购流程进行严格控制ꎬ充分

关注供应商各维度指标ꎬ建立合理的采购流程ꎮ 但

是部分企业在实施采购时采购流程不够科学ꎬ未建

立合理的成本管理措施ꎬ也未形成对采购活动的科

学管理ꎬ可能存在供应商不符合要求及采购成本失

控等风险ꎮ
第三ꎬ研发流程不完善ꎮ 纺织制造业企业在实

施成本管理环节要清晰地分析企业各环节工作是否

建立科学的研发控制规范ꎮ 但是部分企业在研发时

未根据企业产品实际需要、市场要求等方面要素ꎬ合
理确定具体研发方式ꎬ可能存在研发产品不符合企

业要求的问题ꎮ
第四ꎬ生产计划制订不合理ꎮ 纺织制造业企业

在开展生产时生产计划没有根据生产活动要求合理

制订具体生产标准ꎬ产生了各环节资源配置不合理

等方面的问题ꎮ
第五ꎬ未确定具体目标成本ꎮ 目标成本的确定

对成本管理至关重要ꎮ 但是部分纺织制造业企业未

合理确定目标成本ꎬ未将成本管理活动的要求细化

分解到各岗位和各环节ꎬ产生成本失控的风险ꎮ
第六ꎬ未实现对生产环节的成本控制ꎮ 部分纺

织制造业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未以生产为核心对各环

节成本进行控制ꎬ存在生产效率偏低、生产车间杂乱

无章等问题ꎮ
第七ꎬ未形成科学的考核标准ꎮ 纺织制造业企

业在实施考核环节要形成科学的考核措施ꎮ 但是部

分企业未根据人员工作情况落实具体奖惩措施ꎬ不
利于全面激发人员参与成本管理活动的积极性ꎮ

３　 纺织制造业企业全过程成本管理的建议

３.１　 加强人员管理

第一ꎬ转变人员的思维意识ꎬ让全员认识到成本

管理活动的要求ꎮ 纺织制造业企业内部各级人员都

要认识到成本管理的要求ꎬ在日常工作中以成本控

制目标为核心ꎬ对各环节成本进行全方位控制ꎬ形成

科学的成本控制策略ꎬ对各环节经营管理流程分步

骤进行分析ꎬ判断如何促进企业实现降本增效以获

得发展的目标ꎬ并通过对各流程形成精细化的控制

体系ꎬ让成本得到全面控制的效果[１]ꎮ
第二ꎬ优化各部门的管理程序ꎮ 纺织制造业企

业在实施成本管理环节要将各级人员的工作职责进

行细化ꎬ明确全员的具体工作要求ꎬ形成科学的分工

措施以及管理策略ꎬ以全面提高人员专业素养ꎬ并通

过培训、学习等一系列方式主动转变自身工作理念

及提高自身工作能力ꎬ为企业员工提升技术水平以

及工作效率提供支持ꎮ 在此过程中要优化人员配

置ꎬ结合各岗位实际情况分析员工是否能胜任岗位ꎬ
并通过对不同层级员工形成科学分工及管理标准ꎬ
促进全员主动了解成本管理的相关方法ꎮ

３.２　 控制采购成本

第一ꎬ对采购流程进行再造ꎮ 纺织制造业企业

在采购流程再造环节要对企业采购进行优化ꎬ以促

进企业合理控制采购成本ꎬ达到降本增效的目标ꎮ
采购流程的设计和优化在再造环节中的目标是提升

企业整体管理水平ꎬ实现对整个业务流程的全面优

化ꎮ 通过剔除无价值的采购流程ꎬ对管理各维度活

动进行控制的方式ꎬ使企业实现降本增效的目标ꎮ
在此过程中企业要以整体成本控制为核心ꎬ对工作

流程各类活动进行分析和控制ꎮ 传统采购流程是企

业结合生产部门需要ꎬ对库存进行预测之后确定采

购方案ꎮ 在对流程进行再造环节要求企业以市场销

量为核心ꎬ以销售订单为依据采购ꎬ降低库存ꎬ防控

采购成本超支的风险ꎮ
第二ꎬ合理选择供应商ꎮ 纺织制造业企业在采

购环节供应商的选择对企业管理而言尤为重要ꎮ 企

业要通过合理选择供应商的方式ꎬ确保企业所选择

的供应商符合企业的实际要求ꎮ 在对供应商进行选

择时要对供应不同维度指标进行评价ꎬ包括评价价

格、服务态度、供货及时性等方面要素选择最佳供应

商开展采购ꎬ确保企业采购实现降本增效的目标ꎮ
第三ꎬ实现对采购活动的考核ꎮ 纺织制造业企

业在对供应商进行考核环节ꎬ要确保供应商符合企

业实际需要ꎬ对各级员工进行科学考核ꎬ以此提高企

业的营销能力及促进企业实现降本增效的目的ꎮ 在

此过程中企业的供应商考核要考核质量、技术、价
格、服务等方面要求ꎬ关注每次采购的评分ꎬ并在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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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采购之后对评分进行总结ꎮ 对符合要求的供应

商ꎬ逐步形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ꎻ对不符合要求的供

应商ꎬ剔除供应商名单的同时要对采购人员进行

考核ꎮ
３.３　 完善研发流程

研发环节的成本控制水平ꎬ在一定程度上决定

了企业的整体成本ꎬ因为研发活动基本确定了产品

性能、使用的材料、生产步骤等方面要素ꎮ 科学的研

发方案有助于提高企业市场竞争力ꎬ实现对成本的

控制及降本增效的目标ꎬ因此企业要做到对研发流

程的科学控制ꎬ就要在研发环节建立科学的研发方

案ꎬ根据成本的实际特征ꎬ在事前关注后续成本控制

要求ꎬ以促进企业形成精细化的成本管理规划ꎮ 通

过将成本控制方案进行前移ꎬ明确产品在研发环节

的成本控制标准ꎮ 在此过程中企业要对研发流程建

立精细化的成本控制措施ꎬ明确具体的研发流程要

求ꎬ分解各环节的具体工作步骤ꎬ促进企业所有研发

环节都得到科学控制ꎬ形成精细化的研发方案ꎮ 首

先ꎬ对产品进行准确定位ꎮ 企业在收集消费者偏好

等方面信息的基础上ꎬ要提高研发的规范性ꎮ 在研

发时企业要对产品外观、性能等方面要素进行关注ꎬ
结合市场需求形成科学的研发方案ꎮ 其次ꎬ在明确

产品定位之后ꎬ企业要合理确定目标成本ꎬ结合目标

成本的要求做到对成本的持续控制ꎮ 企业在设计环

节要结合设计方案ꎬ明确成本的动态管理要求ꎮ 一

旦产品的实际成本高于目标成本ꎬ企业就要对研发

流程进行重新设计ꎬ确保企业成本控制目标的顺利

达成ꎮ 最后ꎬ企业的研发部门要积极与各部门人员

进行沟通ꎬ认识到研发过程可能对后续各环节成本

带来的影响ꎬ掌握各流程对成本控制的具体要求ꎬ并
根据企业的研发方案ꎬ合理规划不同节点的成本控

制策略ꎬ以促进成本管理工作要求能细化落实到不

同管理活动中ꎬ建立健全对各项工作的精细化控制

标准ꎮ
３.４　 制订生产计划

第一ꎬ实施全面预算管理ꎮ 纺织制造业企业在

明确预算管理活动要求之后ꎬ要合理确定成本管理

计划ꎬ以预算管理活动为核心对各流程成本管理活

动的方案进行明确ꎬ包括分析各阶段成本管理活动

的要求ꎬ结合企业成本控制方针ꎬ落实各部门员工具

体配合方案ꎬ促进全员在工作中形成可操作、可达成

的成本控制体系ꎬ并以完善的规章制度对成本管理

活动全过程进行合理分析、审查ꎬ建立科学的成本控

制规则ꎬ为员工积极参与成本管理活动提供必要

支持ꎮ
第二ꎬ将成本管理活动的要求进行精细化分析ꎮ

纺织制造业企业在实施成本管理环节要将成本管理

任务进行精细分析ꎬ达到成本控制的目的ꎮ 通过突

出成本计划的刚性原则ꎬ对成本后续管理进行全方

位关注ꎬ实现持续改进成本控制流程的目标ꎮ
３.５　 确定目标成本

在目标成本确定环节要对价格、利润、成本等各

因素进行详细分析ꎬ制订合理的目标成本ꎮ 目标成

本确定还是要全面考虑各维度要素ꎬ体现出企业具

体的工作方向ꎮ 首先ꎬ确定目标价格ꎮ 目标价格的

确定要考虑产品质量、功能、消费者需求、竞品对手

价格等方面因素ꎬ体现出企业在某个阶段的消费者

需求及产品质量等方面情况ꎬ确保企业所确定的目

标价格尽可能合理ꎬ并通过对企业的发展状况、产品

优势等进行分析ꎬ达到提高企业竞争力ꎬ实现降本增

效的目标ꎮ 其次ꎬ确定利润目标ꎮ 为确保企业的目

标利润合理ꎬ在确定目标利润时要根据企业的发展

方向、管理规划等维度的要求ꎬ结合工作需求及企业

自身实际ꎬ合理确定利润目标ꎬ以避免目标利润确定

不符合企业实际特点而发生的风险ꎮ 最后ꎬ确定目

标成本ꎮ 企业在确定目标成本时ꎬ要通过将目标价

格减目标利润得出目标成本ꎮ 目标成本通常具有一

定稳定性ꎬ以此形成对各环节成本管理活动的刚性

控制原则ꎬ促进企业在成本管理活动中做到对各环

节工作的精确控制ꎬ实现降本增效的目标ꎮ
３.６　 实现精益生产

第一ꎬ实施 ５Ｓ 管理ꎮ 纺织制造业企业在实施

５Ｓ 管理环节要促进各级人员全面掌握成本控制的

相关工作要求ꎬ并保障各类物品摆在规范的位置ꎬ形
成对车间的管理及科学的控制措施ꎬ以此保障车间

设备干净、整洁、有序的环境ꎬ让员工养成维护生产

车间整洁的良好习惯及掌握成本控制要求解决杂乱

无章的问题ꎮ 在此过程中ꎬ企业要将成本控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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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精细化分析ꎬ明确成本管理工作的职责[２]ꎮ 首

先ꎬ以车间为单位构建 ５Ｓ 管理小组ꎬ明确各车间的

具体生产步骤和标准ꎬ确保企业在生产环节的各项

活动得到控制ꎮ 其次ꎬ贯彻 ５Ｓ 管理的标准ꎮ 企业在

５Ｓ 管理环节要明确生产物资摆放、门窗整理等环节

的制度标准ꎬ确保各类物资摆放在固定位置ꎬ保持车

间干净、整洁及实现规范化管理ꎮ 最后ꎬ对成本管理

环节进行考核ꎮ 企业实施成本管理过程中要分析员

工工作状态ꎬ按照科学的考核措施关注各级员工工

作情况形成奖惩并重的考核方式ꎬ充分提升人员工

作能力以及管理水平ꎮ
第二ꎬ实现全员维护生产设备ꎮ 在纺织制造业

企业发展环节ꎬ各级员工都要了解生产设备维护的

要求ꎮ 通过全员主动维护设备的方式ꎬ降低设备发

生故障的概率ꎬ提高设备稳定性ꎮ 全员在设备使用

环节做到对设备的维护和保养ꎬ保障生产活动平稳

运行ꎬ达到降低成本的目标ꎮ 在生产环节中生产活

动一旦停滞ꎬ将给企业带来较高的风险ꎬ因此全员要

了解生产设备维护的具体要求ꎬ形成专业的工作技

能ꎬ并通过有序实施维护的方式ꎬ确保设备得到高效

使用ꎮ
第三ꎬ实施全面质量管理ꎮ 近年来对纺织制造

业企业质量要求不断提高ꎬ质量管理对纺织制造业

企业至关重要ꎮ 只有形成全面的质量管理体系ꎬ充
分重视生产过程质量控制的要求ꎬ对生产过程进行

细致入微的检查ꎬ形成质量控制措施ꎬ才能达到产品

合格率的要求ꎮ 企业可以通过建立检验卡措施ꎬ确
保每个步骤的生产工艺和质量都符合要求ꎬ确保企

业的质量达标ꎬ使成本控制任务顺利达成ꎮ
３.７　 落实考核机制

纺织制造业企业成本管理作为一个相对复杂的

过程ꎬ要借助合理的奖惩措施分析成本管理活动的

开展状态ꎬ对各级人员成本管理工作做出的贡献进

行分析ꎬ关注员工工作情况ꎮ 对工作态度良好、工作

积极的员工予以激励ꎬ反之ꎬ对工作消极的员工予以

惩罚ꎬ按奖惩并重的方式全面激发员工工作积极性ꎬ
提高企业的工作效率ꎮ 同时ꎬ成本管理作为一项相

对复杂的工作ꎬ在对各级员工进行考核环节要进一

步细化分析各阶段成本工作的开展状态ꎬ合理确定

员工工作情况ꎮ 对员工在工作中有良好工作态度的

予以激励ꎬ反之予以批评ꎬ严格落实奖惩措施ꎬ全面

提高企业员工积极性ꎬ达到改进管理水平的目

标[３]ꎮ 成本考核的目的是结合企业成本管理活动

状态ꎬ了解企业成本管理效果ꎬ并以此全面激发员工

工作积极性ꎮ 同时ꎬ为确保企业成本管理活动更具

有效率ꎬ要让全员积极参与到成本管理过程中ꎬ让成

本考核更加公平、公正、合理ꎮ 在形成完善的考核机

制之后ꎬ分析员工工作状态及其工作中的问题和不

足ꎬ促进成本管理活动要求得到严格执行ꎮ 在发现

成本管理活动中的不足之处后及时进行整改ꎬ并为

后续成本管理活动提供相应依据ꎬ促进企业能够通

过持续优化成本管理活动ꎬ提高自身的竞争力ꎮ

４　 结论

近年来在纺织制造业企业之间市场竞争日趋激

烈的背景下ꎬ越来越多企业认识到了成本管理活动

的价值ꎬ并基于科学的成本管理方法实现对各流程

成本的充分控制ꎮ 但是纺织制造业企业成本管理活

动作为一项相对复杂的工作ꎬ部分纺织制造业企业

还未认识到成本管理活动的重要性ꎬ产生了成本超

支等方面的风险ꎮ 基于此ꎬ文章对纺织制造业企业

成本管理活动的要求进行分析ꎬ分别从不同视角论

述了成本管理活动的要求ꎬ对企业降本增效与发展

提供支持ꎮ 未来纺织制造业企业在实施成本管理环

节可以基于文章所探讨的要求ꎬ进一步完善成本相

关的管理策略ꎬ形成科学的成本控制措施ꎬ促进各维

度成本都能控制在合理范围内ꎬ为企业实现发展保

驾护航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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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战略执行审计实践探索
———以 Ａ 农业企业集团为例

赵义军１ꎬ文国峰２ꎬ范晓华３

(１.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ꎬ黑龙江　 哈尔滨　 １５００９０ꎻ

２.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兴凯湖分公司ꎬ黑龙江　 鸡西　 １５８３２５ꎻ

３.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宝泉岭分公司ꎬ黑龙江　 鹤岗　 １５４２１１)



摘　 要:为适应国家推进研究型审计的要求ꎬ文章以 Ａ 农业企业集团为蓝本ꎬ通过在实际审计工作中的跟踪及相关政策落实

专项调查ꎬ对其发展战略实施情况进行审计调查研究ꎬ并结合国家“十四五”发展规划、近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ꎬ对战略执行

审计如何更好地服务农业企业集团发展战略ꎬ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提出了相关建议ꎮ 通过对企业集团的战略政策执行研究和实

践探索ꎬ为下一步建立一套与农业行业战略匹配的审计策略奠定基础ꎬ也为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国有企业内部审计实务提供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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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周刊

０　 引言

自党的十九大以来ꎬ国家已经将“高质量发展”

提到议事日程ꎬ而“十四五”时期规划纲要中明确经

济社会发展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１]ꎮ 审计

作为组织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ꎬ在经济发展中发

挥应有的监督、检查、发现、建议、服务企业发展功

能ꎬ如何让企业适应纷繁芜杂的变化及在激烈的

市场竞争当中立于不败之地ꎬ企业战略至关重要ꎬ

而战略的有效贯彻执行决定着整体战略的成败ꎬ

因此ꎬ战略执行审计则在企业经济运行当中成为

必然ꎮ

１　 战略执行审计的实践探索———以 Ａ 农业

企业集团为例

１.１　 基本情况

Ａ 农业企业集团(以下简称集团)是一家以种

植业为主ꎬ经营涵盖农业、工业、商业、运输、建筑、服

务业的中国 ５００ 强大企业集团ꎮ 南北跨 ７ 个纬度ꎬ

东西跨 １１ 个经度ꎬ幅员辽阔ꎻ土地总面积大ꎬ约占全

省土地面积 １２％ ꎻ员工 ５３ 万人ꎬ所属企业数量近

１ ０００家ꎮ

该集团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改制为财政部履行出资

人责任的国有独资公司ꎬ行业主要从事农业及农产

品生产经营管理业务、投资经营管理等方面业务ꎮ

２０２１ 年是该集团正式按企业运行的第一年ꎬ当年实

现营业收入 １ ７０４ 亿元、利润总额近 １５ 亿元ꎬ同比分

别增长 ２０％ ꎬ１２％ ꎬ在当前经济紧缩背景下ꎬ实现了

预期发展目标ꎮ

１.２　 企业集团战略

２０２１ 年集团确立了“十四五”时期发展愿景和

使命ꎬ即继续肩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战略基地和

“压舱石”使命ꎻ对标世界一流企业ꎬ打造从田间到

餐桌的大基地、大企业、大产业的农业航母ꎬ跻身

“世界 ５００ 强”ꎬ努力成为国内领先的粮食生产商、

农地运营服务商和国际化新型粮商ꎮ 同时明确实现

营业收入倍增、与国际粮商同台竞技的主要奋斗目

标ꎬ并紧紧围绕发展战略ꎬ加快推进集团各产业高质

量发展工程体系建设ꎬ对具体战略目标任务进行分

解落实ꎬ战略分解目标见表 １ꎮ

表 １　 Ａ 农业企业集团“十四五”战略目标分解明细表

序号 总体目标 具体目标

１ 大基地建设

省内覆盖面积 ６ ５００ 万亩、全国 ３.６ 亿
亩ꎬ建成新型农业现代化示范区 １０
个、粮食安全产业带 ５ 条ꎬ力争新建和
提升改造高标准农田面积 ５００ 万亩、
推广标准化格田改造面积 ２ ０００ 万亩ꎬ
确保粮食产能达到 ５００ 亿斤以上

２ 大企业建设

培育 ６ 个营收超 １００ 亿元、１ 个营收超
２００ 亿元、２ 个营收超 ３００ 亿元、２ 个营
收超 ７００ 亿元和 １ 个市值超 １ ０００ 亿
元的科技创新型企业ꎬ全要素生产率
赶上标杆企业ꎬ研发投入强度达到同
期央企平均水平ꎬ数字经济走在前列

３ 大产业升级

实现产地供应库仓储能力突破 ３ ０００
万吨以上ꎬ建成产业强镇 １０ 个、现代
农业产业园 ３ 个、优势特色产业集群
３ 个

４ 大营销构建

创建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
地 １００ 个ꎬ绿色、有机食品认证面积
２ ５００ 万亩以上ꎬ地理标志产品认证 ２０
个以上

　 　 数据来源:根据 Ａ 集团公开报告及网络数据自行整理ꎮ

１.３　 战略执行成效

２０２１ 年粮食总产和单产均超过历史ꎬ保障国家

粮食生产安全能力进一步增强ꎻ以油脂、乳业、薯业、

农用航空、米业、种子、保险等为代表的多家产业集

团发展速度明显加快ꎬ产业化龙头企业的竞争力和

影响力持续提升ꎻ集团化运营化肥、种子生产资料统

供ꎬ农产品统营功能逐年提高ꎬ整体经营实力不断增

强ꎻ数字农服 Ａｐｐ 在手机移动端正式上架应用、农

业服务区域中心实现全覆盖ꎬ并服务当地农村超千

万亩次ꎬ数字化农服建设取得新突破ꎻ集团全年研发

经费投入 ６.１ 亿元ꎬ比上年增长翻一番ꎬ科技投入能

力明显加快ꎻ产地供应库、物流库、城市分销库仓储

能力分别达 １ ３００ 万吨、９ 万吨、４６ 万吨ꎬ推进省内

东部地区产地供应库整合工作取得实质性进展ꎻ
—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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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智慧厨房”建设速度加快ꎬ食品集团布局全

国、线上线下融合的销售格局基本形成ꎬ集团经济总

量和运行质量进一步提高ꎮ

２　 战略执行存在的问题

立足集团现状ꎬ通过对其优势、劣势分析ꎬ重点

查找与集团战略不协调、契合度不高的方面和现象ꎬ

充分揭示集团战略执行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２.１　 组织结构方面缺乏对各利益主体的动态

管控

组织结构设置是否恰当合理决定了战略目标任

务的分工、分组和协调合作以及权利和义务是否正

确执行ꎬ组织结构的适配度是决定集团战略执行效

率的关键[２－３]ꎮ 审计发现ꎬ战略执行者仅能了解所

属成员的组织结构情况ꎬ缺少了解本级在集团层面

的空间位置途径ꎬ缺乏了解其他执行者的信息及其

定位ꎬ严重制约集团内各组织协作效应的发挥ꎻ对所

属的法人主体资本构成缺乏动态监控ꎬ存在控股公

司控制权争议没有被及时发现的状况ꎻ集权分权规

划与授权边界不明确致使下属单位形成了“百家争

鸣”局面ꎬ同业竞争ꎬ内部消耗性竞争难以及时

发现ꎮ

２.２　 会计系统方面缺乏集团化综合统筹

集团当前会计系统在支撑公司战略上缺乏集团

层面的统筹ꎬ难以多维度动态呈现战略执行信息

“仪表盘”ꎬ难以适配集团战略管理需求ꎮ 具体体现

在以下几方面:一方面ꎬ会计核算软件多样化ꎮ 会计

系统软件多种类并存、网络与单机并存、对公司管理

支撑维度多态并存、多数据库类型并存、对软件功能

的理解和运用多态化并存等ꎬ集团整体数据的协调

成本较高[４－５]ꎮ 另一方面ꎬ业务系统与会计系统数

据联动缺乏顶层设计ꎮ 集团层面缺乏协调规划业务

系统与会计系统对接机制ꎮ 精细化管理主要通过会

计系统核算细化实现ꎬ增加了会计系统的输入工作

量且数据流单向流动ꎬ对业务不能形成有效支撑ꎮ

在常规审计中会经常发现会计核算得很细ꎬ但由于

采用的都是通用型软件ꎬ对系统的各项参数设置、业

务数据规范没有统筹ꎬ难以满足不同维度的信息分

析需要ꎬ没有形成业务部门需要的结果ꎬ未能充分发

挥会计系统应有价值ꎮ

２.３ 　 信息系统方面缺乏数字化适配与管理

应用

一方面ꎬ缺乏集团层面统筹规范的信息化系统ꎬ

不利于区分确定性、重要性、专属性、不同层级、不同

处理方式的要素信息数字化并融入业务管理流程ꎬ

利用信息技术控制规则进一步优化流程ꎬ以解决实

务中信息传递中的堵点[６－７]ꎮ 另一方面ꎬ已建立的

部分系统对数据源端的实用性和可维护性考虑不

足ꎮ 一般基层组织或岗位对管理系统需求的意愿更

加强烈ꎬ感受到的矛盾更加突出ꎬ但缺乏基层完善细

化系统的拓展接口和统筹规范ꎬ即使基层有能力把

本级或本职信息进行系统化梳理ꎬ却无法对管理系

统完善补充细化ꎬ达成不同维度的上报信息需求ꎬ在

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信息系统的使用意愿ꎮ

３　 强化落实企业集团战略的策略建议

３.１　 强化适配集团战略的各利益主体管理

充分利用信息技术统筹建立全局共享的组织管

理系统ꎬ把集权与分权规则嵌入系统ꎬ动态管控组织

结构与战略执行的匹配程度ꎬ同时为各层级、职能管

理、经营管理、监督职能等子系统提供组织基础保

障ꎮ 通过集约管控的信息系统搭建“舞台”ꎬ可以动

态管控全局性需要集权管理事项ꎬ减少人为操作带

来的不确定性ꎻ对需分权事项ꎬ为各子系统开通功能

拓展权限的平台或接口ꎬ充分保障前沿组织对系统

实用性的更新改造需求ꎬ调动数据源端的积极性ꎬ提

升并完善系统的要素信息资源ꎮ 在追求高质量发展

的同时ꎬ集团只有依法依规以资本为纽带ꎬ才能避免

主体边界不清、责任边界不明的现象ꎮ 集团可减少

管理维度ꎬ把主要精力集中在管理好权力机构上ꎬ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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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组织架构实现高效管理ꎮ 同时加强党委的方向引

领ꎬ充分发挥“三会一层”的决策和执行作用ꎬ持续

转变工作理念和作风ꎬ厘清权责边界ꎬ梳理各治理主

体和利益主体职责ꎬ注重决策质量和效率的兼得ꎬ推

动党和国家重大决策和部署在集团有效落实ꎮ

３.２　 适应会计系统体系的规划发展要求

由于会计系统数据与组织架构、人员构成、资源

管理、业务管理、监督管理等职能具有很强的关联性

且占据管理信息核心地位ꎬ因此ꎬ会计系统中数据要

素流通和复用ꎬ需要统筹建立适应集团整体战略的

会计信息化系统规范ꎬ加快推进会计工作数字化转

型ꎬ以实现会计数据“数出一孔”ꎮ 统筹规划应兼顾

成本与效益ꎬ按需分步实现集团集权管理会计信息ꎮ

具体可以通过在集团平台上建立管理会计信息系

统ꎬ通过把不同会计核算软件数据库接入系统(构

建数据桥梁)的方式ꎬ实现成员公司的会计数据信

息动态连接ꎬ打通当前会计系统在集团层面的“信

息孤岛”状态ꎻ实现动态呈现给不同层级、不同管理

职能部门需要的全局信息ꎬ打破现行的逐级汇总、层

层合并抵消处理后才能生成财务报告的状态ꎮ 同时

也为各层级管理系统高效监督提供基础环境ꎬ通过

信息系统控制权限范围ꎬ减少人为沟通障碍ꎬ实现业

绩评价公平、公正ꎮ

３.３　 加速实施集成信息管理平台建设

随着集团业务的快速发展、管理模式的变化ꎬ将

对信息化建设提出更高要求ꎬ迫切需要建立以整合

软硬件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加强系统监督、支

撑业务发展细化管理的数据中心ꎬ向全面管理信息

化迈进ꎬ实现资源、人力、经营、会计、监督等管理信

息全要素的数字化管理ꎮ 搭建具有安全、稳定、实

用、灵活、可扩展性、与管理模式高度契合的集成信

息管理平台ꎬ实现统筹各业务模块数据的关联性和

可复用性ꎬ保证信息管理平台在未来一定期间的可

成长性ꎮ 应重点关注以下几方面:一是强化数据源

端实用性ꎬ真正实现为源端减负ꎻ二是系统稳定性ꎬ

实现业务 ２４ 小时不间断保障ꎻ三是数据可关联性ꎬ

各个子系统通过要素信息关联ꎬ切实保障数据可集

成可利用ꎮ

４　 结论

文章结合 Ａ 集团的改革与发展进程ꎬ初步探索

了战略管理审计的实践方向ꎬ这既是一次有益的尝

试ꎬ也是推进研究型审计的必然要求ꎮ 在企业集团

贯彻战略目标过程中ꎬ加强内部审计监督与服务ꎬ精

准分析战略执行的不足ꎬ不断修正战略执行的偏差ꎬ

发挥审计应有的“审帮促”作用ꎬ从而更好地促进集

团经济高质量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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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首先阐明研究的背景与理论价值ꎬ强调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ꎬ管理会计方法对提升企业营销决策效率和效

果的重要性ꎮ 其次对管理会计的基本概念和核心工具进行梳理ꎬ为后续的应用分析提供理论基础ꎮ 研究主体部分详细阐述了管

理会计方法在企业营销战略规划、产品定价策略、市场推广投入评估以及客户关系管理等多个环节的实际应用ꎬ揭示了其在优化

资源配置、强化成本控制、增强盈利能力以及提升客户满意度方面的显著作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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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加深和市场竞争的日益

激烈ꎬ企业面临的挑战与日俱增ꎮ 在瞬息万变的商

业环境中ꎬ营销管理的重要性不言而喻ꎮ 企业需要

精细化的管理工具ꎬ以提高营销决策的效率与效果ꎬ

增强其在市场中的竞争优势ꎮ 通过优化各个环节ꎬ

企业不仅可以降低成本ꎬ还可以提升产品或服务的

附加值ꎮ 管理会计在这方面提供了关键的数据支持

和分析工具ꎬ帮助企业识别出哪些环节可以改进ꎬ以

及如何通过技术创新或流程优化来实现效率提高ꎮ

１　 管理会计方法的应用价值

管理会计ꎬ作为一门以决策支持为目标的会计

学分支ꎬ因其在信息提供、成本控制和战略规划等方

面的优势ꎬ成为企业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手段ꎮ 管

理会计方法在西方企业中已被广泛应用ꎬ特别是在

营销管理领域ꎬ不仅帮助企业优化资源配置ꎬ强化成

本控制ꎬ还通过深入的分析和预测ꎬ帮助企业制订更

具针对性的营销策略ꎬ以提升盈利能力与客户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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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ꎮ 然而ꎬ对于我国企业而言ꎬ尽管管理会计在理论

层面已得到广泛认可ꎬ但在实际操作中ꎬ其应用程度

及效果仍有待提高ꎮ 部分企业尚未充分认识到管理

会计在营销管理中的价值ꎬ对相关工具的使用方法

和深度不够ꎬ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企业营销管理

的优化升级ꎮ 深入研究管理会计在企业营销管理中

的应用价值ꎬ对推动我国企业提高营销管理的科学

性ꎬ增强市场应变能力ꎬ乃至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

要的现实意义[１]ꎮ

通过研究ꎬ可以填补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鸿沟ꎬ为

理论研究者提供新的研究视角ꎬ帮助他们更好地理

解管理会计在营销管理中的实际运用ꎮ 研究还可以

为实践管理者提供实操指导ꎬ使其了解并掌握如何

有效运用管理会计方法ꎬ使得营销决策更加精准、高

效ꎮ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快速发展ꎬ管

理会计的方法论和工具也正在经历革新ꎬ研究的成

果将有望推动新技术在营销决策支持、市场预测和

竞争策略分析等领域的深度应用ꎮ

２　 管理会计方法概述

２.１　 管理会计的定义与功能

管理会计ꎬ作为内部报告会计ꎬ其核心目标是为

企业的内部决策提供信息支持ꎮ 不仅关注财务信息

的收集与整理ꎬ更侧重于对信息的深度分析ꎬ以便于

管理者了解企业运营状况ꎬ优化业务流程ꎬ制订策

略ꎬ以及进行绩效评估ꎮ 管理会计的概念最早可以

追溯到 １９ 世纪末ꎬ但其真正发展是在 ２０ 世纪中叶ꎬ

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和市场竞争的加剧ꎬ企业对内

部信息的需求日益增长ꎬ管理会计的重要性随之

凸显ꎮ

２.１.１　 决策支持

管理会计通过分析历史数据和预测未来趋势ꎬ

为管理者提供关键的财务指标和预算信息ꎮ 这些信

息有助于管理者评估公司的财务状况ꎬ监控成本和

收入ꎬ以及优化资源分配ꎮ 此外ꎬ管理会计还参与制

订和评估绩效指标ꎬ确保组织目标的实现ꎮ 通过这

些活动ꎬ管理会计在提高企业运营效率、增强市场竞

争力以及实现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２]ꎮ

２.１.２　 成本管理

通过将间接成本合理分配到各个产品或部门ꎬ

企业能够准确地评估各项业务的盈利能力ꎮ 这种方

法促使管理层关注成本控制ꎬ识别潜在的成本节约

领域ꎮ 例如ꎬ企业可以通过分析不同产品线的成本

结构ꎬ发现哪些产品的生产效率偏低ꎬ从而采取相应

的措施进行改进ꎮ 通过识别和分析影响成本的关键

因素ꎬ企业能够有效地制订预算和预测未来的支出ꎮ

对管理者来说ꎬ了解哪些活动或资源消耗了最多的

成本ꎬ能够帮助其在资源配置上做出明智的决策ꎮ

例如ꎬ如果企业发现客户服务的响应时间是导致客

户流失的重要因素ꎬ管理层可以考虑加大该领域的

投入ꎬ以提升客户满意度和忠诚度ꎮ

２.１.３　 绩效评价

通过对实际业绩与预算的比较ꎬ管理会计能够

评估各项业务活动的效益ꎬ提供绩效考核指标ꎬ激励

员工改进工作ꎬ同时也有助于企业识别并纠正不良

绩效ꎮ 随着经济环境的变迁和科技的进步ꎬ管理会

计的功能也在不断扩展ꎬ如大数据分析、预测性建模

等新兴工具的引入ꎬ正在使其在营销管理中的作用

更加深入和多元化ꎮ 管理会计方法的这些功能ꎬ对

企业营销管理来说ꎬ是实现精确决策、有效资源配

置、盈利能力提升及客户满意度增强的关键支持ꎮ

３　 管理会计在企业营销管理中的应用

３.１　 成本管理在营销决策中的应用

成本管理作为管理会计的重要组成部分ꎬ在企

业营销决策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ꎮ 通过提供精

准的成本信息ꎬ帮助企业优化营销策略ꎬ降低营销成

本ꎬ提升盈利能力ꎮ

３.１.１　 有助于企业精确地计算产品和服务的

单位成本

通过将资源消耗与特定作业关联起来ꎬ作业成

本法(ＡＢＣ)可以揭示隐藏在传统成本分摊方法下

的非增值成本ꎬ使企业在制订定价策略时能准确地

反映产品的真正成本ꎬ避免价格决策失误ꎮ 这种方

法不仅有助于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ꎬ还能引导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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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对非增值活动进行改革ꎬ提高成本效率ꎮ

作业成本法通过精细化的成本分析ꎬ帮助企业

明确哪些活动真正为客户创造了价值ꎬ哪些是非增

值的ꎮ 通过识别这些非增值活动ꎬ企业能够采取有

针对性的措施进行改进ꎮ 例如ꎬ如果某个生产环节

的检验过程占用了大量资源但未能显著提升产品质

量ꎬ企业可以考虑优化该环节或者引入自动化技术ꎬ

从而降低成本ꎮ 准确的成本数据能够为企业制订科

学的定价策略提供支持ꎮ 当企业能够清晰地了解每

种产品的真实成本时ꎬ就可以在定价时考虑全面的

因素ꎬ包括市场需求、竞争对手的定价以及自身的利

润目标ꎮ 这种精准的定价策略不仅有助于提高产品

的利润率ꎬ还能增强客户的购买意愿ꎬ从而提升市场

份额ꎮ 通过对各个作业的成本进行分析ꎬ企业可以

识别出资源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ꎬ优化生产流程

和资源配置ꎮ 例如ꎬ企业在评估不同产品线的盈利

能力时ꎬ可能会发现某些产品尽管销售量较大ꎬ但实

际利润微薄ꎬ这时就可以考虑削减资源投入ꎬ转而支

持那些更具潜力的产品ꎮ 通过持续的成本监控和分

析ꎬ企业能够灵活地应对市场变化ꎬ及时调整策略以

适应新的市场需求ꎮ 同时ꎬ这种方法还鼓励企业文

化的变革ꎬ使员工更加关注成本控制和效率提升ꎬ形

成全员参与的成本管理氛围[３]ꎮ

３.１.２　 在新产品的开发和营销策略制订中发

挥关键作用

通过设定期望的销售价格和利润率ꎬ企业可以

反向推算产品需要达到的目标成本ꎬ然后在设计和

生产阶段就将成本控制纳入考量ꎬ确保在满足性能

和质量要求的同时ꎬ成本控制得以实现ꎮ 这不仅有

助于企业在激烈竞争中保持价格优势ꎬ还能提前规

划成本节约措施ꎬ降低未来可能面临的市场风险ꎮ

目标成本法的实施使企业在产品开发的早期阶

段就能够清晰地界定成本限制ꎮ 这种前瞻性的思维

方式促使设计团队在设计阶段就考虑如何在不影响

产品质量和性能的前提下ꎬ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ꎮ

例如ꎬ企业可以通过选择更具成本效益的材料、优化

生产工艺或改进供应链管理来实现目标成本ꎮ 这种

方法不仅确保了产品在上市时具有竞争力的价格ꎬ

还增强了企业在新产品开发过程中的协作与创新能

力ꎮ 通过设定明确的目标成本ꎬ企业可以有效地监

控和评估各个阶段的成本绩效ꎮ 在生产过程中ꎬ企

业可以通过定期检查实际成本与目标成本之间的差

异ꎬ及时发现并纠正偏差ꎮ 这种持续的反馈机制有

助于企业在生产过程中灵活调整策略ꎬ确保最终产

品的成本控制在预定范围内ꎮ 例如ꎬ如果某个生产

环节的成本超出预期ꎬ企业可以迅速采取措施ꎬ如调

整生产计划、重新评估供应商或优化生产流程ꎬ从而

避免更大的经济损失ꎮ

３.１.３　 在营销成本计划的制订与执行中至关

重要

通过设定明确的营销预算ꎬ企业可以对营销活

动进行有目标的资源配置ꎬ同时监控预算执行情况ꎬ

及时调整策略以避免预算超支ꎮ 全面预算管理使营

销成本的控制更具前瞻性ꎬ有助于企业有效地分配

有限的资源ꎬ实现营销目标ꎮ

平衡计分卡(ＢＳＣ)作为绩效评估工具ꎬ也与成

本管理紧密相关ꎮ 其不仅关注财务指标ꎬ还兼顾客

户满意度、内部流程效率和学习发展ꎬ鼓励企业从多

维度评估营销活动的效果ꎮ 通过 ＢＳＣꎬ企业可以识

别出成本与收入之间的关系ꎬ调整营销策略ꎬ以达到

成本与收入的平衡ꎬ实现持续盈利能力ꎮ 现代企业

面临的市场风险日益复杂ꎬ运用经济增加值(ＥＶＡ)

进行绩效衡量ꎬ可以帮助企业在营销决策中充分考

虑风险ꎮ ＥＶＡ 考虑了资本成本ꎬ确保企业的营销活

动不仅增加盈利ꎬ同时也为股东创造了价值ꎮ 这使

得企业在追求市场份额的同时ꎬ不忘股东回报ꎬ有助

于实现长远的可持续发展ꎮ

成本管理在营销决策中的应用ꎬ不仅有助于企

业精准掌握成本信息ꎬ做出科学的决策ꎬ还能在优化

成本结构、提高盈利能力、平衡成本与收入关系以及

防控市场风险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ꎮ 然而ꎬ企业在

实际应用中ꎬ需结合自身特点ꎬ灵活运用不同的成本

管理方法ꎬ并结合大数据分析和新技术ꎬ以适应不断

变化的市场环境ꎬ实现营销管理的持续优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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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绩效评价在营销绩效提升中的应用

绩效评价在企业营销管理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

角色ꎬ通过系统的评估和反馈机制ꎬ确保营销活动的

高效执行ꎬ推动企业营销目标的实现ꎮ 管理会计在

绩效评价中的应用ꎬ旨在建立一套全面、公正、与战

略目标紧密相连的评估体系ꎬ从而促进营销绩效的

提升ꎮ 管理会计通过应用平衡计分卡(ＢＳＣ)这一工

具ꎬ将营销绩效的评估从单一的财务指标拓展到财

务、客户、内部流程和学习发展四个维度ꎮ 这使得企

业能够从更加宽广的角度审视营销活动的成效ꎬ确

保营销策略的实施不仅关注短期的财务收益ꎬ也考

虑了长期的品牌建设、客户满意度提升和组织能力

的增强ꎮ 通过 ＢＳＣꎬ企业能够识别出绩效的短板ꎬ制

订有针对性的改善措施ꎬ实现绩效的全面提升[４]ꎮ

管理会计利用经济增加值(ＥＶＡ)作为绩效评

价的重要指标ꎬ考虑了资本成本ꎬ强调了企业为股东

创造的价值ꎮ 在营销绩效评价中ꎬＥＶＡ 能够引导管

理者关注营销活动的长期盈利能力ꎬ避免短视的决

策ꎮ 通过持续提升 ＥＶＡꎬ企业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

争中保持持久的竞争优势ꎮ 管理会计还使用数据驱

动决策(ＤＤＤＭＤ)的方法ꎬ引入大数据和数据分析

技术ꎬ对营销活动的成效进行实时监测和预测ꎮ 这

种“数据说话”的评估方式ꎬ能够提供精确、实时的

绩效指标ꎬ帮助企业及时调整营销策略ꎬ提高营销效

率ꎮ 例如ꎬ通过分析销售数据ꎬ企业可以识别出最有

效的营销渠道ꎬ优化资源分配ꎬ减少无效投入[５]ꎮ

管理会计在绩效评价中的应用还包括风险评估

与管理ꎬ通过识别和量化营销活动中可能面临的

风险ꎬ企业可以设定风险应对策略ꎬ降低不确定因素

对营销绩效的影响ꎮ 这种风险敏感的绩效评价ꎬ

有助于企业在风险可控的环境中实现稳定而持续的

营销绩效提升ꎮ 通过激励机制设计ꎬ管理会计可以

将绩效评价与员工薪酬、晋升等挂钩ꎬ激发员工的积

极性和创新性ꎮ 这种绩效导向的文化ꎬ能够驱动员

工主动寻求业绩提升ꎬ从而整体提升企业的营销

绩效ꎮ

４　 结论

管理会计的深化应用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ꎬ

以解决成本与收入的互动分析问题ꎬ特别是如何在

营销策略中考虑如交货时间、定制化产品等对成本

的影响ꎮ 此外ꎬ通过与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信息技

术的融合ꎬ管理会计有望实现动态预测和智能决策

支持ꎬ从而更好地适应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ꎮ 在组

织层面ꎬ企业应致力于提升数据质量ꎬ建立完善的数

据管理体系ꎬ以支持管理会计的精确分析ꎮ 同时ꎬ企

业需进行管理会计方法的本土化研究ꎬ以适应不同

市场环境和文化背景下的营销管理需求ꎮ 此外ꎬ培

养具备管理会计知识和技能的团队ꎬ以及营造支持

数据驱动决策的组织文化ꎬ也是推动管理会计深入

应用的关键ꎮ 文章的研究为理论研究者提供了新的

研究视角ꎬ揭示了管理会计在企业营销管理中的重

要价值ꎮ 对实践管理者来说ꎬ文章的成果可作为实

操指南ꎬ帮助他们更好地运用管理会计方法优化营

销决策ꎮ 随着管理会计理论的不断拓展和应用的深

化ꎬ企业将能有效地应对市场竞争ꎬ实现可持续

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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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商银行财富管理业务发展研究

张之悦

(东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ꎬ广东　 东莞　 ５２３０００)


摘　 要:２０２３ 年以来ꎬ在连续两次的降息之后ꎬ中国银行业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ꎮ 然而挑战之中亦蕴含机遇ꎬ随着国民收

入的稳步增加ꎬ财富管理需求日益高涨ꎬ给财富管理业务带来了无限可能ꎮ 许多大型股份制商业银行已经敏锐地捕捉到这一趋

势ꎬ纷纷进军财富管理的新“蓝海”ꎮ 然而ꎬ对城市商业银行(以下简称“城商银行”)而言ꎬ这一转变并不容易ꎮ 面对挑战ꎬ城商银

行必须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财富管理发展之路ꎮ 文章深入分析了城商银行个人财富管理业务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ꎬ旨在为其在

区域性财富管理市场找到切实可行的突围路径ꎮ 在变革的浪潮中ꎬ城商银行需要明确自己的定位ꎬ发挥地域优势ꎬ深度挖掘客户

需求ꎬ这样才能在这场财富管理的大潮中找到立足之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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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在经营的压力之下ꎬ城商银行面临多重挑战ꎮ
一方面ꎬ存贷利差的不断收窄ꎬ以及资本市场对直接

融资的偏好ꎬ都是无法逆转的长期趋势ꎮ 另一方面ꎬ
目前的经营模式相对单一ꎬ过度依赖存贷业务ꎬ这一

模式资本消耗大ꎬ仅凭利润留存难以满足持续增长

的业务需求ꎮ 在此背景下ꎬ财富管理因其轻资本、弱
周期性和增强客户黏性等优势ꎬ成为缓解银行传统

存贷业务压力的有效途径ꎮ 然而ꎬ城商银行在财富

管理业务的开展上ꎬ却与大型银行存在着明显的差

距ꎮ 同时ꎬ地域和资源的限制也为其在这一领域的

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挑战ꎮ 因此ꎬ如何在这样的环境

下寻找突破ꎬ是城商银行需要深思的问题ꎮ

１　 城商银行财富管理存在的问题

１.１　 客群经营粗放ꎬ无特色化经营ꎬ无法从众

多银行中脱颖而出

银行的规模与客群紧密相连ꎬ就像生命的源泉ꎬ
缺少客群ꎬ规模的壮大便如无源之水ꎮ 近期ꎬ浦发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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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周刊

行推出的“浦享家”十大客群服务方案正是这一思

路的典范ꎮ 方案以“一群一策”为核心理念ꎬ针对不

同客群如萌新一族、花样丽人、智造家等ꎬ提供个性

化的服务策略ꎮ 服务范围涵盖支付结算、财富管理、
企业经营等多个领域ꎬ为客户打造多场景、一站式的

金融体验ꎮ 这样的服务创新不仅满足了客户的多样

化需求ꎬ也为银行的持续发展注入了新活力ꎮ

在当前金融市场中ꎬ部分城商银行仍未能将客

群经营精细化ꎬ过于注重规模扩张和产品推销ꎬ而非

以客户需求为核心ꎮ 这种经营模式使得他们在提供

高端财富管理服务时面临诸多困难ꎮ 由于历史原

因ꎬ城商银行的客户基础主要为乡镇居民ꎬ虽然客户

数量庞大ꎬ但他们的金融素养相较于大型股份制银

行客户稍显不足ꎮ 在增值服务体系上ꎬ这些银行往

往过于模仿头部财富管理银行ꎬ缺乏本土特色和差

异化ꎬ导致其服务缺乏吸引力ꎬ最终可能陷入价格战

的泥潭ꎮ 这种服务模式不仅难以满足客户的多元化

需求ꎬ也限制了城商银行自身的创新发展ꎮ

１.２　 产品货架相对单一ꎬ以产品为中心的销售

理念ꎬ投研能力有待加强

高净值客户作为金融市场的“香饽饽”ꎬ历来都

是各大银行竞相追逐的对象ꎮ 然而ꎬ令人遗憾的是ꎬ

当前部分机构在财富管理服务上的竞争策略仍然停

留在提高产品定价或其他非正当竞争的层面ꎮ 这种

短视行为不仅破坏了市场的公平竞争环境ꎬ而且是

对客户权益的极度漠视ꎮ 尤其是部分城商银行ꎬ在

巨大的存贷比压力下ꎬ默许营销人员采用违规手段ꎬ

如表外贴息等ꎬ来争夺客户行外资产ꎮ 这不仅触碰

了监管的红线ꎬ也让客户的资产安全陷入了风险之

中ꎮ 一旦这种行为被揭露ꎬ不仅会对银行自身的品

牌形象造成毁灭性的打击ꎬ更会让客户信心丧失ꎬ导

致资产流失ꎮ 更为严重的是ꎬ城商银行自身的理财

产品货架相对单一ꎬ主要产品局限于存款及本行理

财ꎮ 即便是规模较大的城商银行ꎬ其产品扩展也仅

停留在公募基金、基础理财等层面ꎬ无法满足高净值

客户对资产流动、增值甚至传承的复杂需求ꎮ 这样

的服务水平ꎬ无疑会让高净值客户感到失望和不满ꎬ

进一步加剧了客户流失的风险ꎮ 因此ꎬ城商银行必

须摒弃这种短视的竞争策略ꎬ从客户的实际需求出

发ꎬ不断提升自身的服务水平和创新能力ꎮ 只有这

样ꎬ才能真正赢得客户的信任和忠诚ꎬ实现可持续

发展ꎮ
在金融服务领域中ꎬ财富管理与一般理财业务

之间的区别可谓是天壤之别ꎮ 一般理财业务以产品

为主导ꎬ侧重于如何更好地将自身的理财产品推向

市场ꎬ实现销售的最大化ꎮ 然而ꎬ财富管理业务则以

客户为中心ꎬ旨在为投资者精心打造符合其个性化

需求的财务规划方案ꎮ 简而言之ꎬ财富管理并非一

般理财产品销售的简单进化ꎬ而是一种深层次的、以

客户为中心的综合性服务模式ꎮ 这种服务模式要求

金融机构必须具备更强的实力ꎬ能够为客户提供更

为多元化和个性化的服务ꎮ 然而ꎬ目前城市商业银

行在人员自身能力和产品货架等方面的不足ꎬ使得

其难以真正实现以客户为中心的产品配置ꎮ 相反ꎬ
其更多地依赖以产品为中心的销售策略ꎬ这在一定

程度上影响了客户的体验ꎮ 同时ꎬ由于城商银行在

投研和专业服务方面的投入有限ꎬ其在客户投前、投
中和投后的管理过程中缺乏系统和专业的支持ꎮ 因

此ꎬ城商银行的投研服务能力相对较弱ꎬ无法满足财

富客户对专业维护的需求ꎬ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

了其在财富管理领域的发展ꎮ

１.３　 科技赋能不足ꎬ传统产业方式难以为继

在众多城市商业银行中ꎬ部分机构受限于先进

的大数据与科技系统ꎬ同时受限于规模有限的理财

团队ꎬ不得不沿用传统的市场竞争方式ꎬ如电话推

销、亲自上门和网点沙龙活动等ꎬ这些方式效率低

下ꎬ效果有限ꎮ 为了最大化有限的资源ꎬ城商银行将

目标集中在高净值个体ꎬ忽略了长尾客户ꎬ他们虽然

单个价值较低ꎬ但总体规模庞大ꎬ潜力巨大ꎮ 在追求

利益的同时ꎬ银行不应忽视这部分客户群体的价值ꎬ

而应当积极寻找更有效、更智能的服务模式ꎬ以满足

他们多元化的需求ꎬ实现业务增长ꎮ

１.４　 人才储备的匮乏ꎬ使得团队的分层维护能

力有待加强

随着零售业务利润的逐步攀升ꎬ我国的主要商

业银行正竞相加强零售专业人才的培养ꎬ特别是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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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经济

对财富管理领域的专业人才引进ꎮ 如今ꎬ国内领先

的零售银行已构建兼具投资顾问、产品经理及销售

职责的全能型财富管理团队ꎬ彰显出对财富管理业

务的深度投入与战略眼光ꎮ 财富管理业务作为一个

复杂而精细的领域ꎬ对从业人员的综合素质有着极

为严苛的要求ꎮ 除了必须拥有扎实的学历背景和丰

富的知识储备ꎬ还需具备多年的从业经验ꎬ以应对市

场变幻莫测的挑战ꎮ 然而ꎬ尽管各地的城市商业银

行近年对财富管理人才的培养和引进给予了前所未

有的重视ꎬ但由于对业务规模快速扩张的强烈渴望ꎬ
在人才选拔上往往偏向于“资源导向”ꎬ从而在一定

程度上限制了人才队伍建设的全面性和深入性[１]ꎮ

２　 城商银行财富管理业务发展策略

财富管理业务的拓展对于区域城商银行而言ꎬ
构成了一项重大挑战ꎮ 要成功发展财富管理业务ꎬ
银行不仅要拥有构建生态化产品组合的能力ꎬ还需

精细化地管理客户群体ꎬ专业化的投资研究顾问团

队ꎬ智能化的数字服务支撑ꎬ定制化的财富传承规

划ꎬ更要注重精英人才的培养与风险控制机制的全

面建立ꎮ 这些综合能力的要求使得财富管理业务的

推进变得极为复杂和具有挑战性ꎮ
２.１　 注重本土特色客群ꎬ培养精细化的客户管

理能力

对于城商银行而言ꎬ其经营受限于特定区域ꎬ客
群结构显得尤为集中和本土化ꎮ 为了深度挖掘存量

客户的潜力ꎬ城商银行应当致力于构建详尽的客户

全生命周期画像ꎮ 要求银行对客户的资产、年龄和

职业背景乃至行为特征进行细致入微的分析ꎬ从而

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客群分类画像ꎮ 有了这样的基

础ꎬ银行便能有针对性地开发符合不同客群需求的

产品与增值服务ꎬ进而实现存量客户的持续增长与

深化ꎮ
城商银行应当充分发挥第三方机构的作用ꎬ在

本地生态圈中实施精准获客策略ꎮ 具体而言ꎬ通过

对本地企业法人、高管等潜在客户进行细致筛选ꎬ识
别出优质目标客群ꎮ 随后ꎬ根据这些客户的独特需

求ꎬ量身定制差异化金融产品ꎬ从而在广泛的客户圈

层中提供全面的金融套餐服务ꎮ

２.２　 丰富产品体系ꎬ提升生态化的产品构建

能力

城市商业银行在研发理财产品时ꎬ常常受限于

监管政策和自身牌照的约束ꎬ导致产品种类的多样

性受限ꎮ 主要集中于中低风险的固定收益类理财产

品ꎬ其底层资产构成相对单调ꎬ故极易受到外部市场

环境的波动影响ꎮ 城商银行应当积极加快与第三方

机构的协同合作ꎬ如联手大型理财子公司、领先券商

和可信赖的信托公司等ꎬ共同丰富产品线ꎬ实现多元

化资产配置ꎮ 这一战略允许我们精选来自多家公司

的子产品ꎬ构建一个既竞争又风险分散的产品组合ꎮ

特别是在活期理财这一资金吸附力强大的领域ꎬ我
们应储备丰富的“钩子产品”ꎮ 同时ꎬ引入保险金信

托和家族信托服务ꎬ为高净值人群提供全面的家庭

财富规划解决方案ꎮ 财富客户增值服务体系不可完

全依赖外部引入ꎬ而应大胆创新ꎬ充分融合地域特

色ꎮ 我们需为财富客户提供涵盖全生命周期的管理

服务ꎮ

２.３　 拥抱金融科技ꎬ打造智能化的数字服务

能力

各大股份制商业银行正在积极进行财富管理业

务的数字化转型ꎬ为此ꎬ城商银行必须尽快建立内部

科技团队ꎬ以推动现有陈旧的业务系统尽快完成升

级和迭代ꎮ 通过加强科技应用ꎬ城商银行可以提升

财富管理服务的效率和质量ꎬ从而在激烈的市场竞

争中脱颖而出ꎮ 因此ꎬ加快科技团队的建设和系统

升级是城商银行未来发展的关键所在ꎮ

金融科技和数字金融的快速发展为城商银行财

富管理业务提供了全新的机遇ꎮ 未来ꎬ城商银行应

当积极拓展下沉市场ꎬ提供个性化的服务ꎬ并且利用

合规和安全技术ꎬ为广大客户提供满意的财富管理

解决方案ꎮ 然而ꎬ由于城商银行自身资金实力和技

术储备的限制ꎬ整体缺乏科技支撑ꎬ制约了财富业务

的转型发展步伐ꎮ 为了在科技领域取得突破ꎬ未来

城商银行需在科技战略上形成共识ꎮ 银行董事会和

高层管理层必须明确战略定位和目标ꎬ推动科技与

企业文化建设的融合ꎬ理性选择“科技＋金融”的发

展路径ꎬ不断增强财富管理业务的科技支撑力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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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如此ꎬ城商银行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

不败之地ꎬ实现财富管理业务的持续增长和创新发

展ꎮ 因此ꎬ城商银行应积极与科技公司合作ꎬ引进前

沿的科技成果ꎬ提高科技创新能力ꎬ满足客户不断增

长的需求ꎬ为金融服务业的未来赋能ꎮ
２.４　 打造专业财富管理队伍ꎬ构建专业化的投

研顾问能力

随着各大城商银行竞相进军国内财富管理市

场ꎬ人才队伍的建设变得愈发关键ꎮ 目前ꎬ大型股份

制商业银行纷纷设立专门的财富管理部门ꎬ组建专

业的投资团队ꎬ为高净值客户提供优质的投资咨询

服务ꎬ深受财富客户喜爱ꎮ 当前ꎬ国内城商银行的中

台队伍能力相对较弱ꎬ零售主营业务仍然偏向传统

的负债业务ꎬ如存款和代发工资ꎬ而对财富管理业务

的重视程度不高ꎮ 缺乏专门的财富管理部门也导致

了财富管理业务的发展不够成熟ꎬ部分城商银行仍

然以单一产品销售为主ꎬ忽视了市场研判和资产组

合的重要性ꎮ 为了弥补这一不足ꎬ城商银行需要加

强财富管理人员队伍建设ꎬ可以考虑组建专家团队

或与第三方咨询公司合作ꎬ加大投研工作的支持ꎮ
一方面ꎬ可以借助大数据、绩效评估、往期表现以及

培训等方式ꎬ选拔出优秀的客户经理和条线业务网

点工作人员ꎬ组成专业的支持团队ꎮ 另一方面ꎬ从第

三方角度收集、筛选、整合辖内金融市场信息ꎬ为财

富管理中心提供全面、系统的金融产品与服务方案ꎮ
通过这样的方式ꎬ帮助城商银行更好地把握市场动

态ꎬ制订有效的投资组合ꎬ提高财富管理业务的竞争

力和盈利能力ꎮ 城商银行应当加强对财富管理的重

视ꎬ持续加强队伍建设ꎬ不断提升服务水平ꎬ满足客

户多样化的财富管理需求ꎮ
２.５　 围绕客户生命周期ꎬ提升团队定制化的传

承规划能力

财富管理是贯穿整个人生周期的重要环节ꎮ 在

这个过程中ꎬ城商银行应该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金

融与非金融规划与服务ꎬ帮助他们实现财富的创造、

保有和传承ꎬ进而实现财富的良性循环ꎮ 尤其需要

为当地客户群体提供差异化的服务ꎬ以满足他们的

个性化需求ꎮ 一方面ꎬ城商银行应该根据客户的不

同层次和需求进行分层、分群经营ꎬ确保以客户为导

向ꎬ不断提高客户的黏性ꎮ 同时ꎬ根据中信银行的规

划ꎬ未来的服务范围将会扩大至全客户群体ꎮ 另一

方面ꎬ城商银行需要完善财富产品生态圈ꎬ丰富产品

货架ꎬ为重点客户提供个性化、定制化的财富增值服

务ꎮ 特别是在提供财富管理信托类服务方面ꎬ城商

银行应该着力于准入保险金信托、家庭服务信托和

家族信托等领域ꎬ为客户的家庭资产配置提供全方

位的服务支持ꎮ 总的来说ꎬ城商银行在财富管理领

域应该不断完善自身服务体系ꎬ为客户提供全面、专
业的财富管理服务ꎮ 通过构建系统性的个人、家庭、
家族与企业的财富管理安排ꎬ帮助客户实现财富的

创造、保护、传承和再创造ꎬ为客户的财富增值保驾

护航[２]ꎮ

３　 结论

随着资管新规的实施和低利率市场的持续存

在ꎬ各大商业银行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ꎬ但同时也迎

来了转型的机遇ꎮ 未来财富管理业务将成为商业银

行竞相争夺的重要赛道ꎬ城商银行必须重视这次洗

牌的机会ꎬ积极应对市场挑战并抓住转型机遇ꎮ 通

过借鉴成功经验、创新发展思路ꎬ城商银行有望在激

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ꎬ实现可持续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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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深入剖析其未来的发展战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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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企业的前行方向由其战略规划决定ꎬ对建筑企

业而言ꎬ其发展战略既要契合自身内部状况ꎬ又要适

应建筑业未来的发展趋向ꎮ 参考大型建筑企业的战

略能够为众多建筑企业带来启发ꎮ 文章选取中国建

筑、中国中铁以及上海建工三家建筑企业的核心发

展战略展开对比分析ꎬ相关资料主要源自上市公司

的年报ꎮ

１　 建筑企业生存现状

１.１　 企业的竞争优势

我国建筑行业拥有众多企业ꎬ为我国国民经济

的快速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ꎬ为社会创造了大量就

业机会ꎮ 这些企业通过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ꎬ有助

于减少贫富差距ꎮ 国家通过相关政策支持中小型建

筑企业ꎬ间接提高了经济发展效率ꎬ降低了失业率ꎬ
因此建筑企业相较于大型企业通常更多地享受政策

红利ꎮ 此外ꎬ我国建筑企业在劳动力规模上具有一

定优势ꎬ部分地区甚至超过国际上一些大型建筑企

业ꎮ 随着大型建筑企业逐渐发展为巨型公司ꎬ其运

营成本高、决策效率低、机制僵化ꎬ而中小型企业则

更具灵活性ꎬ能够快速应对市场变化ꎮ
１.２　 企业项目利润偏低

近年来ꎬ随着基建投资的增加ꎬ建筑企业承担的

施工任务量持续增加ꎬ然而整体盈利仍处于微利状

态ꎬ资本积累缓慢ꎬ竞争力增长停滞ꎮ 当前建筑业面

临明显问题ꎮ 一方面ꎬ建筑市场总量不断扩大ꎬ大多

数建筑企业市场份额显著提高[１]ꎮ 另一方面ꎬ受利

润下降、竞争激烈、风险增加等因素影响ꎬ近年建筑

企业平均利润率仅为 １.４％ ꎮ 这表明建筑企业位于

产业链底层ꎬ其生产经营收入仅能维持生存ꎬ严重影

响未来发展ꎮ
１.３　 竞争效益较差

我国建筑企业整体竞争力普遍不及国外同类型

企业ꎬ同时存在包括内部复合机制不畅、管理水平偏

低、管理模式滞后、技术应用水平欠佳、缺乏国际商

务运作经验、人才短缺、对竞争环境认识不足等制约

发展的瓶颈及问题ꎮ 一方面ꎬ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

织对我国中小型建筑企业具有双重影响ꎬ提高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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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却减弱了竞争力ꎻ另一方面ꎬ在国际工程竞争中ꎬ
建筑企业受益于服务自由流动的情况较少ꎬ只能获

得少数国际金融机构的投资ꎬ很少有机会参与政府

和私营部门的国外融资项目ꎮ

２　 建筑企业发展战略框架

２.１　 定位战略:企业目标市场定位和竞争定位

建筑企业发展战略框架之一是定位战略ꎬ其中

包括企业的目标市场定位和竞争定位ꎮ 企业的目标

市场定位是指确定适合企业发展的市场领域ꎬ以及

明确企业在该市场中的定位和目标客户群体ꎮ 竞争

定位则是指企业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中如何与竞

争对手进行差异化定位ꎬ以获得竞争优势ꎮ 针对企

业的目标市场定位ꎬ建筑企业首先应该进行市场细

分和目标市场选择ꎮ 通过市场细分ꎬ企业可以将市

场细分为不同的客户群体ꎬ了解各个细分市场的需

求和特点ꎬ然后选择适合企业发展的目标市场ꎮ 在

目标市场选择的过程中ꎬ建筑企业需要考虑市场规

模、增长潜力、竞争情况等因素ꎬ确保选择的目标市

场与企业的发展战略匹配ꎮ 在竞争定位方面ꎬ建筑

企业需要明确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和差异化优势ꎬ以
便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脱颖而出ꎮ

２.２　 成长战略:企业发展规划和增长战略

建筑企业的成长战略是指企业在当前市场环境

下如何制订发展规划和增长战略ꎬ实现持续健康的

发展ꎮ 在制订成长战略时ꎬ需要考虑市场需求、竞争

情况、企业资源和核心能力等因素ꎬ确保战略能够有

效地支撑企业的发展目标ꎮ
建筑企业需要进行全面的市场分析ꎬ了解市场

的发展趋势、需求变化以及竞争格局ꎮ 通过市场分

析ꎬ企业可以发现市场的机遇和挑战ꎬ为制订成长战

略提供重要参考ꎮ 同时ꎬ建筑企业还需要评估自身

的资源和能力ꎬ确定企业的发展定位和战略重点ꎬ以
便有针对性地制订增长战略ꎮ 在制订发展规划时ꎬ
建筑企业可以考虑多元化发展、专业化发展、品牌建

设等方面ꎮ 通过多元化发展ꎬ企业可以拓展业务领

域ꎬ降低经营风险ꎬ实现业务的持续增长[２]ꎮ 专业

化发展则可以提升企业在特定领域的专业水平ꎬ赢
得客户信任和认可ꎮ 品牌建设是建筑企业在市场中

树立良好品牌形象ꎬ提升品牌影响力ꎬ增强市场竞争

力的重要手段ꎮ 建筑企业在制订增长战略时还需要

考虑技术创新、人才培养、合作伙伴关系等方面ꎮ 技

术创新可以帮助建筑企业提升产品质量、提高工作

效率ꎬ增强市场竞争力ꎮ 人才培养是企业长期发展

不可或缺的因素ꎬ建筑企业应该注重员工培训和团

队建设ꎬ打造高效合作的团队ꎮ 合作伙伴关系则可

以帮助建筑企业扩大业务范围ꎬ共同开拓市场ꎬ实现

互利共赢ꎮ
２.３　 创新战略:技术创新和服务创新策略

创新战略在建筑行业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

色ꎬ其中技术创新和服务创新是关键的领域ꎮ 技术

创新是指利用先进技术、工艺和设备来改进产品质

量、提高工作效率和降低成本的过程ꎬ而服务创新则

是指通过创新的服务模式和理念ꎬ满足客户需求ꎬ提
升客户体验ꎮ

在技术创新方面ꎬ建筑企业可以通过引入先进

的建筑技术和材料ꎬ提升施工质量和效率ꎮ 例如ꎬ采
用 ＢＩＭ 技术进行建筑设计和施工管理ꎬ可以实现施

工过程的数字化、智能化ꎬ减少施工错误和浪费ꎬ提
高工作效率ꎮ 另外ꎬ建筑企业还可以探索绿色建筑

技术ꎬ采用环保材料和节能技术ꎬ降低建筑对环境的

影响ꎬ提升建筑的可持续性ꎮ 在服务创新方面ꎬ建筑

企业可以通过个性化定制服务、增值服务和智能化

服务等方式ꎬ提升客户满意度和忠诚度ꎮ 个性化定

制服务可以根据客户需求定制专属方案ꎬ满足客户

个性化需求ꎮ 增值服务可以为客户提供全面的解决

方案ꎬ拓展服务领域ꎬ提升服务附加值ꎮ 建筑企业还

可以通过与科研机构、行业协会等合作伙伴开展技

术创新和服务创新ꎬ共同推动行业发展ꎮ 建立开放

式创新平台ꎬ吸纳外部创新资源ꎬ促进技术和服务的

跨界整合ꎬ为企业的创新提供更多可能性[３]ꎮ
２.４　 品牌战略:品牌建设和推广策略

品牌战略在建筑行业中具有重要意义ꎬ品牌建

设和推广策略是企业提升知名度、赢得客户信任的

关键步骤ꎮ 品牌建设是指通过塑造独特的品牌形象

和价值ꎬ建立良好的品牌声誉和认知度ꎻ而品牌推广

策略则是指利用多样化的营销手段和渠道ꎬ将品牌

信息传达给目标受众ꎬ提升品牌影响力和市场份额ꎮ
在品牌建设方面ꎬ建筑企业应注重打造独特的

品牌形象ꎮ 通过深入了解企业自身的优势和特点ꎬ
明确独特的市场定位和品牌定位ꎬ树立与众不同的

品牌形象ꎮ 建筑企业可以通过精心设计的品牌标

识、口号和文化内涵ꎬ传达企业的专业、创新、品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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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价值ꎬ吸引目标客户群体的关注和认可ꎮ 在品

牌推广策略方面ꎬ建筑企业可以采用多种营销手段

和渠道ꎬ全面提升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ꎮ 可以通过

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ꎬ开展品牌宣传活动ꎬ参加行业

展会、举办沙龙活动、发布新闻稿等ꎬ传播企业最新

动态和优势特点ꎮ 同时ꎬ建筑企业还可以利用社交

媒体、搜索引擎优化、广告投放等数字营销方式ꎬ扩
大品牌曝光度ꎬ吸引更多潜在客户ꎮ 建筑企业还可

以与行业内的知名品牌、设计师、媒体等进行合作ꎬ
共同推动品牌推广ꎮ 通过与合作伙伴的联合营销、
品牌跨界合作等方式ꎬ将品牌影响力扩大到更加广

泛的受众群体ꎬ提升品牌认知度和美誉度ꎮ

３　 科技创新成为大型建筑企业的核心竞

争力
３.１　 大型建筑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战略举措

３.１.１　 中国建筑

中国建筑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在企业发展中的核

心驱动作用ꎮ 在研发投入方面ꎬ持续加大资金支持

力度ꎬ建立了多元化的研发资金渠道ꎬ确保科研项目

的顺利开展ꎮ 积极建设科技创新平台ꎬ拥有一大批

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ꎬ为科技

创新提供了坚实的硬件基础ꎮ 在技术创新方面ꎬ专
注于绿色建筑技术的研发与应用ꎬ大力推广装配式

建筑体系ꎬ提升建筑工业化水平ꎮ
３.１.２　 中国中铁

中国中铁将科技创新作为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的关键战略ꎮ 在科研布局上ꎬ围绕铁路、桥梁、隧道

等核心业务领域ꎬ开展关键技术攻关ꎮ 在铁路建设

技术方面ꎬ不断创新高铁建设技术ꎬ提高铁路的运行

速度和安全性ꎮ 例如ꎬ在无砟轨道技术、高速道岔技

术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突破ꎬ为我国高铁事业

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ꎮ 在桥梁工程领域ꎬ研发了

先进的桥梁设计和施工技术ꎬ如大跨度桥梁的斜拉

桥、悬索桥技术等ꎬ成功建造了多座世界知名的

桥梁ꎮ
３.１.３　 上海建工

上海建工立足本地市场ꎬ积极推进科技创新战

略ꎮ 在技术创新重点领域ꎬ聚焦装配式建筑和绿色

施工技术ꎮ 在装配式建筑方面ꎬ形成了完整的装配

式建筑产业链ꎬ从预制构件的生产、运输到现场安

装ꎬ建立了标准化的工艺流程和质量控制体系ꎮ 研

发了多种新型装配式建筑结构体系ꎬ提高了装配式

建筑的质量和效率ꎮ 在绿色施工技术方面ꎬ积极推

广应用节能环保材料和施工工艺ꎬ如太阳能、地热能

等可再生能源在建筑中的应用ꎬ减少施工过程中的

环境污染ꎮ
３.２　 对建筑企业的启示

从这些大型建筑企业的科技创新战略举措中ꎬ
建筑企业可以得到以下启示ꎮ 首先ꎬ加大研发投入ꎬ
建立稳定的资金支持机制ꎬ确保科技创新活动的持

续开展ꎮ 企业应根据自身规模和发展需求ꎬ合理规

划研发资金的比例ꎬ避免因资金短缺而限制科技创

新的步伐ꎮ 其次ꎬ重视科技创新平台的建设ꎬ为技术

研发和创新提供良好的硬件和软件环境ꎮ 可以与高

校、科研机构合作共建研发平台ꎬ充分利用外部资

源ꎬ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ꎮ 再次ꎬ明确技术创新方

向ꎬ结合企业的主营业务和市场需求ꎬ选择具有前瞻

性和实用性的技术领域进行重点攻关ꎮ 例如ꎬ关注

绿色建筑、装配式建筑、数字化技术等行业发展趋

势ꎬ提前布局技术研发ꎬ以满足市场对高品质建筑产

品的需求ꎮ 最后ꎬ要注重自主创新能力的培养ꎬ建立

有效的创新激励机制ꎬ激发员工的创新热情和创造

力ꎮ 鼓励员工提出创新想法和技术改进建议ꎬ并
给予相应的奖励和支持ꎮ 人才是科技创新的关

键ꎮ 建筑企业要重视技术创新人才的培养和引

进ꎬ建立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和引进机制ꎬ吸引和

留住优秀的科技人才ꎬ为企业的科技创新提供坚

实的人才保障[４] ꎮ

４　 中小型建筑企业的未来发展战略剖析

４.１　 加大资本引入

中小型建筑企业应秉持多元所有制、更新换代、
普遍改制的方针ꎬ引入多元经济成分ꎬ增加资本参与

度ꎬ构建合理的股本结构ꎬ推动企业根据自身实力和

市场竞争情况进行必要重组ꎮ 确保企业经营者兼具

责任、权力和利益ꎬ真正承担企业主人的责任ꎬ形成

独立运作、风险共担等良好氛围ꎬ引领企业迈向健康

发展的道路ꎮ
４.２　 增强董事会人员技能

在构建企业治理结构时ꎬ董事会的建设尤为关

键ꎬ需予以高度重视ꎮ 董事职位逐渐演变为一种专

业职业ꎬ不再是上市公司股东的身份ꎬ非上市公司也

普遍设立董事会ꎬ这在西方国家尤其常见ꎮ 为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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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的决策水平ꎬ管理层既可从社会或企业内部

招募人才ꎬ也可邀请外部专业技能人士加入ꎬ以增强

董事会成员的专业多样性ꎬ有效提高公司治理效率ꎮ
４.３　 使用多种人力管理方法

为了实现中小型建筑企业的管理现代化ꎬ应重

点放在完善人力管理方法上ꎮ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下ꎬ管理制度的创新对企业的成功起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ꎬ而拥有优秀知识结构的人才始终是决定

性因素ꎮ 知识管理的核心理念在于通过创新公司制

度和经营理念ꎬ合理利用人才ꎬ有效配置资源ꎬ实现

人尽其才的目标ꎮ 另外ꎬ企业内部应鼓励充分的劳

动竞争ꎬ建立员工考核奖惩制度ꎬ确保竞争机制成为

发挥人才潜力的有效途径ꎮ

５　 建筑企业可持续发展

５.１　 环保与可持续发展战略

建筑行业作为资源消耗较大、环境负荷较重的

行业ꎬ面临重要的环保与可持续发展挑战ꎮ 因此ꎬ建
筑企业需要制订并实施环保与可持续发展战略ꎬ以
降低对环境的影响ꎬ提高资源利用效率ꎬ促进行业的

健康可持续发展ꎮ
建筑企业可以在设计阶段注重绿色建筑理念ꎬ

采用环保材料和技术ꎬ提高建筑物的能效性和资源

利用效率ꎮ 通过优化建筑结构和采用节能材料、设
备ꎬ降低建筑物的能耗和环境排放ꎬ实现建筑生命周

期内的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ꎮ 建筑企业可以推广循

环经济理念ꎬ实施建筑废弃物的分类回收和资源利

用ꎮ 建筑企业还可以关注水资源的节约利用和水环

境的保护ꎮ 在建筑设计和施工中ꎬ应采用节水设备

和技术ꎬ优化水资源利用结构ꎬ减少对地下水和自然

水体的开采和污染ꎮ 同时ꎬ建筑企业也可以在建筑

物周边建设雨水收集系统和绿色景观ꎬ促进雨水资

源的合理利用和水环境的改善ꎮ 此外ꎬ建筑企业可

以加强员工培训和健康保障ꎬ提升员工的生产力和

幸福感ꎻ同时ꎬ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ꎬ回馈社会ꎬ提
升企业的社会形象和声誉[５]ꎮ

５.２　 社会责任与企业文化建设

建筑企业作为社会的一员ꎬ应当积极履行社会

责任ꎬ推动企业文化建设ꎬ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ꎮ 首

先ꎬ建筑企业需要关注员工的权益和福祉ꎬ建立健全

的员工关系管理机制ꎬ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和职业

发展机会ꎬ激励员工的创新与发展ꎬ增强员工的归属

感和忠诚度ꎮ 其次ꎬ建筑企业应当注重社会公益活

动ꎬ积极参与慈善事业和社区建设ꎬ回馈社会ꎬ承担

社会责任ꎬ树立企业良好的社会形象ꎮ 同时ꎬ建筑企

业还应加强与各利益相关方的沟通与合作ꎬ建立良

好的合作关系ꎬ共同促进产业的健康发展ꎮ 再次ꎬ建
筑企业需要注重企业文化建设ꎬ树立良好的企业形

象和价值观念ꎬ弘扬企业精神和文化底蕴ꎬ塑造企业

独特的文化氛围和品牌形象ꎬ激励员工的积极性和

团队合作精神ꎬ推动企业的可持续发展ꎮ 最后ꎬ建筑

企业还应积极引进和运用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技术手

段ꎬ不断提升企业的管理水平和竞争力ꎬ实现企业的

良性发展ꎮ

６　 结论

在新时代背景下ꎬ中小型建筑企业需要评估自

身的优势和劣势ꎮ 通过采用多种管理方法来克服自

身的不足之处ꎬ提升整体竞争力ꎬ同时扩大自身优

势ꎬ避免犯下经营错误ꎬ实现高质量的战略决策ꎮ 管

理团队可通过引入人才等措施ꎬ提升企业的专业水

平ꎬ确保企业能够在未来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

之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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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基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背景与农村经济发展的关系分析ꎬ探讨了当前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依然存在的问题ꎬ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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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在国家经济发展中ꎬ发展农村经济具有举足轻

重的作用ꎬ也是提高我国综合国力的根本ꎮ 当前ꎬ在
实施“新农村”战略的同时ꎬ农村经济状况也受到了

社会的高度重视ꎬ有关部门必须通过制订和实施有

效的策略来保证农村经济的稳定发展ꎬ从而为我国

整体发展作出贡献ꎮ

１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背景与农村经济发展

的关系

我国在实施乡村振兴的过程中ꎬ应以农村脱贫

致富理念、确保实现产业发展、农民致富等效果为主

导方向ꎮ 在此背景下ꎬ乡村振兴不仅为农村经济发

展提供了新的方向ꎬ也对后续农村经济发展奠定了

良好的基础ꎬ在持续落实乡村振兴战略进程中可解

决以往存在的诸多问题ꎮ 使得农村经济与乡村振兴

形成了共同发展的关系ꎬ也成为我国民族复兴不可

或缺的一环ꎮ 因此ꎬ只有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实现共

同富裕ꎬ努力寻求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之道并弘扬农

耕文明等方可助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得以全面

实现ꎮ

２　 乡村振兴战略对农村经济发展的意义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ꎬ是党的十九大的重要决策ꎬ

是对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的重要部署ꎬ为“三农”工作开展指明方向ꎮ 党的二

十大报告中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了新的战略部

署ꎮ 农村经济发展情况是衡量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成

果的一个重要尺度ꎮ

首先ꎬ有利于改善农村经济发展的环境ꎮ 乡村

振兴战略要求坚持走乡村绿色发展之路ꎬ这意味着

保护和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将成为责任与使命所在ꎬ

推广生态农业、构建生态养殖体系、提倡循环农业等

都是为了降低化肥和农药的使用ꎬ提升生态环保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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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ꎬ打造绿色的美丽乡村ꎮ

其次ꎬ有利于搭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ꎮ 乡村

振兴战略背景下ꎬ城乡分割的体制机制障碍将会被

打破ꎬ城乡发展过程中沟通与合作将会更加密切ꎬ劳

动力、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等资源共享将更具深

度ꎬ城乡产业融合、基础建设互通、公共服务平衡等

也会持续推进ꎬ二者在互利共赢新格局之下推动农

村经济快速发展ꎮ

最后ꎬ有利于拓宽农民增收的多元渠道ꎮ 乡村

战略背景下现代化农村经济发展迅速ꎬ乡村旅游、农

村电商等多元产业涌现ꎬ农民创业和就业机会增多ꎬ

农民的收入构成也逐渐多元化ꎬ农民增收奠定了坚

实的渠道基础和资源基础ꎮ 例如ꎬ当下在抖音、快手

等平台支持下ꎬ大量的农产品快速流出农村ꎬ农民经

济收入有了更强的保障ꎮ

３　 当前农村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３.１　 城乡二元化结构亟须打破

城乡二元结构体制ꎬ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

存在的一个严重障碍ꎬ其主要目的是推动工业发展ꎬ

虽然在短期内迅速地为国家的工业发展提供了大量

资金ꎬ加速了我国的工业化ꎮ 进入新时代的中国经

济发展迅速ꎬ但是纵观这种偏城市工业化的发展理

念没有完全被破除掉ꎬ对于处在发展中的中国来说ꎬ

建立现代化工业体系是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举

措[１]ꎮ 受其影响ꎬ农村土地面积被工业产业占用、

劳动力不均、农村人口流向城市而导致经济发展受

阻、贫富差距扩大、地区发展不平衡、城市文化素质

差距等现象依然存在ꎬ可见ꎬ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的运行ꎬ打破城乡二元化结构ꎬ推动城乡融合ꎬ

加大农村经济发展已经成为新的时代使命ꎮ

３.２　 农村基础设施不够完善

基础设施建设ꎬ是农村发展的筋骨ꎬ也是乡村振

兴的基础ꎮ 但是就当前来看ꎬ农村基础设施的落后

问题依然存在ꎬ具体表现为:道路状况不佳、水利设

施老化、电力供应不稳、网络通信不畅、垃圾处理不

及时、污水处理设施不全等ꎮ 这些会影响农产品种

植、农产品销售以及农民生活便利性和经济收入ꎬ硬

件不足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ꎮ 虽然近几年ꎬ

政府对于农村基础建设投入持续加大ꎬ但与实际需

求相比依然存在一定差距ꎮ

３.３　 科技创新力度不够

科技创新成为时代改革的主流因素ꎬ谁掌握了

科技创新的总钥匙也就掌握了行业发展的新契机ꎮ

对于农村经济发展而言ꎬ科技创新也是必然坚持的

基本原则ꎮ 就当前来看ꎬ我国科技创新制度与实际

需求还是存在一定差距ꎬ如何将制度更新更好地与

农村经济发展匹配值得深究ꎮ 此外ꎬ各地开展科技

创新推广与宣传工作时缺乏实效ꎬ进而农民和农业

技术人员对于科技创新重要性和具体方向的认识还

不够ꎬ不利于科技创新成果的凸显ꎮ 与此同时ꎬ部分

地区相关部门对农村科技创新投入不足ꎬ导致部分

装备、技术创新难以在短期内实现转化为农业经济

效益ꎬ后劲不足ꎮ 总之ꎬ当前我国农村科技创新的总

体趋势难以跟上农村经济发展的趋势[２]ꎮ

３.４　 农村劳动力数量不足

农村劳动力转移已经成为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不

得不面对的问题ꎬ如今农村现有劳动力以妇女、老人

为主ꎬ他们对于农村经济发展政策不够了解ꎬ对于农

业生产设备驾驭能力不足ꎬ也无法及时更新自身的

观念意识ꎬ这种情况导致农村现存的产业发展速度

较慢ꎬ且短时间内难以迅速提高ꎮ 此外ꎬ随着工业

化、城市化的加速推进ꎬ城市对劳动力的需求日益增

长ꎮ 农村仅有的年轻人也会因为要追求更好的生

活ꎬ纷纷离开土地ꎬ成为城市中的一分子ꎮ 因而ꎬ农

村劳动力数量逐年降低ꎬ农村经济发展人力基础日

益薄弱ꎬ缺乏一线耕种人员、缺乏管理人员、缺乏农

产品营销人员ꎬ经济发展的未来堪忧[３]ꎮ

４　 乡村振兴战略助力农村经济发展措施

４.１　 创新三产融合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ꎬ应以城乡融合发展理念ꎬ

加快农业转型升级ꎬ解决结构不合理、硬件不匹配等

问题ꎮ 当前部分地区已经逐步实现了乡村振兴三产

融合ꎬ为现代农业的发展注入新的生机与可能性ꎮ

首先ꎬ优化产业布局ꎬ构建特色产业体系ꎮ 农村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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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大物博ꎬ产业丰富ꎬ因而可以结合农村各地的资源

打造蔬菜、稻米、家禽等特色产业ꎬ将产业链条延伸ꎬ

实现农产品的多元融合与深度加工ꎬ打造农村特色

农产品品牌ꎮ 其次ꎬ创新产业融合模式ꎬ尝试将农旅

进行深度融合ꎬ大力发展休闲农业ꎬ加快乡村旅游新

时代模式的打造ꎮ 例如ꎬ开发农事体验项目、打造民

宿、提倡养生养老等ꎮ 又如ꎬ以产业链效果带动周边

地区的旅游业、商业等ꎬ并将其创造点相互结合ꎬ确

保形成几大产业互帮互助的根本发展措施ꎮ 最后ꎬ

发展创新性的农村服务业ꎮ 例如ꎬ推行农资配送、农

产品仓储、机械化作业等服务ꎬ让农产品种植、农产

品运输和农产品销售等融为一体ꎮ

４.２　 加强基础建设

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ꎬ既是为了方便农民的

生产、生活ꎬ也是为了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ꎮ

因而应当逐步推进、力求实效ꎮ 第一ꎬ有关部门要结

合各区域的特点ꎬ制订相应的投资方案ꎬ不断提高基

础设施建设ꎬ满足农村经济发展需求ꎮ 第二ꎬ注重基

础调研ꎬ全面了解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现状与需求之

间的差距ꎬ进而从软硬件两种视角出发制订建设方

案ꎮ 第三ꎬ关注农田水利项目以及电力建设等基础

的环节ꎬ进而为当地农村人民提供良好的生活、生产

环境ꎬ满足人们生活的实际所需ꎮ

４.３　 重视科技创新

通过深入的认识和分析ꎬ确定有针对性的科技

创新目标ꎬ逐步优化科技创新制度、增加科技创新资

金投入ꎬ聚焦农业技术、农业设备来推动科技创新高

速、高效ꎮ 第一ꎬ搭建农业科技研发平台ꎬ鼓励更多

人才投入其中ꎬ为科技创新输入人才保障ꎬ进而实现

农业智慧到农业智力成果的转换ꎮ 第二ꎬ加强与高

校或者科研机构的合作ꎬ将农村发展桎梏投入到研

究研发当中ꎬ输出更多科技创新的科研成果ꎬ为农村

技术进步、农村经济发展助力ꎮ 建立农业科技研发

平台ꎬ吸引和培养农业科技人才ꎬ为科技创新提供人

力资源保障ꎮ 第三ꎬ大力支持农业企业进行技术改

革ꎬ对于他们的科研创新予以物质鼓励和大力推广ꎬ

让农村经济发展借力科技创新的东风ꎮ

４.４　 增强人员之力

首先ꎬ加强农村环境建设ꎬ从政策制订、资金支

持、软硬件更新等多种渠道来打造新时代农村ꎬ进而

吸引更多的农民工、农业爱好者、农村经济建设者返

乡ꎮ 同时ꎬ还可以提出多种政策来留住优秀的人才ꎬ

让他们在农村工作、生活ꎬ从而缓解农村劳动力的短

缺压力ꎮ 其次ꎬ邀请返乡农民以及留守农民积极参

与相应的培训工作ꎬ以先进的理论和技能来推动农

村整体发展ꎬ让他们学会创造和利用新技术、新设

备、新办法ꎬ让农民认识到农村农业发展的重要性ꎬ

并以自身做起ꎬ实现自身从传统农业种植方式向新

时期农业种植的转型与升级ꎮ 此外ꎬ为了增强劳动

力之“力”ꎬ还应当坚持实践性培训ꎬ要求培训人员

深入农村一线ꎬ感受农村经济发展对他们的需要ꎬ农

村经济发展需要攻克的难题ꎮ

５　 结论

综上所述ꎬ农村经济发展决定了民生、社会发展

乃至中国梦的实现ꎬ因而解决当前农村经济发展中

的实际问题ꎬ聚焦乡村振兴战略要求十分重要ꎮ 文

章对此进行了分析ꎬ提出农业转型升级、加快基础建

设、强调科技创新以及关注劳动力数量和质量等对

策ꎬ希望可以为乡村振兴目标的实现提供助力ꎮ 当

然ꎬ有关部门也应持续加大政策、资金、设备等投入ꎬ

积极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ꎬ使农村经济发展再上新

台阶ꎬ进而持续提高农村人民的生活水平ꎬ以促进我

国当下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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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化数字营销在内蒙古特色产品销售中的应用

陶玉琼ꎬ贾玮娜

(内蒙古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ꎬ内蒙古　 呼和浩特　 ０１００７０)


摘　 要:随着数字化和智能化技术在商业活动中的广泛应用ꎬ智能化数字营销成为企业提升市场竞争力、实现持续增长的重

要手段ꎮ 文章分析了内蒙古特色产品销售存在的问题ꎬ探讨使用智能化数字营销手段ꎬ提升内蒙古特色产品市场知名度和销售

额的策略ꎬ希望为相关行业提供参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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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ꎬ在大数据和人工智

能技术广泛应用的推动下ꎬ智能化数字营销成为市

场营销领域的新趋势ꎮ 内蒙古地区拥有丰富的自然

资源和独特的民族文化ꎬ孕育了众多特色产品ꎬ如乳

制品、牛羊肉、羊绒制品等ꎬ这些产品市场发展潜力

巨大ꎮ 然而ꎬ由于地理位置偏远、市场信息不对称、
传统销售渠道有限等原因ꎬ内蒙古特色产品在销售

方面存在一定的困难ꎬ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市场需

求ꎮ 智能化数字营销的出现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

新的思路和方法ꎮ

１　 智能化数字营销的内涵和特征

１.１　 智能化数字营销的内涵

智能化数字营销是指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

先进技术ꎬ对营销数据进行深度挖掘和分析ꎬ帮助企

业精准地洞察市场需求、把握客户偏好ꎬ实现精准定

位、个性化推荐等功能ꎬ以提高营销效果和客户满意

度ꎮ 智能化数字营销是在数字技术不断进步ꎬ数字

营销工具和手段不断更新迭代背景下产生的[１]ꎮ
智能化数字营销以大数据技术为驱动ꎬ人工智能大

模型技术应用为特征ꎬ数字营销行业的核心指标已

经向用户黏性与用户价值迁移ꎬ人工智能的发展将

给数字营销领域带来巨变ꎬ助力行业降本增效ꎬ推动

营销模式的再创新ꎮ
１.２　 智能化数字营销的特征

１.２.１　 精准的个性化推荐

大数据技术能够深入分析客户的购买历史、浏
览行为和兴趣爱好ꎬ深入挖掘客户的潜在需求和行

为模式ꎬ为客户提供精准、个性化的产品推荐ꎬ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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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方式能够精准地触达目标客户ꎬ增强购物体验ꎬ
提高营销效果ꎬ增加企业的销售额ꎮ

１.２.２　 降低营销成本

智能化营销可以自动处理标准化的流程实务ꎬ
如用户信息采集与分析、电子邮件营销、社交媒体管

理、实时响应客户咨询等ꎬ提高了营销效率ꎬ降低了

人力成本ꎬ助力行业降本增效ꎬ使营销人员有更多时

间和精力专注于创新和策略制订ꎮ
１.２.３　 满足用户升级的需求

面对多样化的用户需求ꎬ智能化数字营销能够

通过大数据技术的驱动ꎬ对海量数据、场景及内容进

行综合分析与整合应用ꎬ实现数据跨平台融合ꎬ洞察

消费趋势、挖掘消费者潜在需求ꎬ从营销创意、营销

效率、营销效果等不同维度为用户提供更好的解决

方案ꎮ

２　 内蒙古特色产品的销售现状及存在的

问题

随着消费升级和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ꎬ内蒙古

特色产品凭借其独特的地域性和文化性受到消费者

的青睐ꎬ市场需求日益增长ꎮ 但是由于市场信息不

对称、品牌知名度不高、产品同质化严重、生产规模

小、集约化程度低、物流配送成本昂贵等原因ꎬ限制

了内蒙古特色产品的销售范围和市场规模的进一步

扩大ꎮ

２.１　 品牌建设不足ꎬ市场宣传推广力度不够

在内蒙古特色产品当中ꎬ伊利和蒙牛在乳品行

业中知名度比较高ꎬ而牛羊肉、羊绒制品等品类中ꎬ
尚缺少具有影响力能被全国消费者熟知的品牌ꎬ部
分特色产品的生产企业属于中小型企业ꎬ缺乏系统

的品牌战略规划ꎬ创牌意识不强ꎬ产品销售只限于当

地ꎮ 由于宣传推广的力度不够ꎬ这些品牌不被外地

消费者所认可ꎬ通过电商渠道进行全网销售ꎬ竞争力

弱ꎬ难以吸引消费者ꎮ

２.２　 市场定位不明确ꎬ目标客户群体模糊

内蒙古特色产品在市场定位上不够清晰ꎬ未能

准确界定其目标客户群体ꎮ 产品在市场推广时缺乏

针对性ꎬ人群画像不精准ꎬ无法有效触达潜在消费

者ꎬ投入成本和获得的收益不成正比ꎬ线上推广效果

欠佳ꎮ 由于缺乏明确的市场定位ꎬ产品差异化不明

显ꎬ很难在众多同类产品中脱颖而出ꎮ
２.３　 商家对信息技术掌握有限ꎬ不能很好地开

展智能化数字营销

很多商家虽然开设了网上的店铺ꎬ能够借助小

程序、网络平台完成销售ꎬ进行短视频推广和直播带

货ꎬ但由于商家所掌握的数据分析技术有限ꎬ无法对

后台收集的数据进行有效处理和挖掘ꎬ对数据反映

的信息仅停留在订单量和销售额等基础指标上ꎬ无
法对购买群体的其他特征和需求进行深度分析ꎬ后
续难以制订和实施有效的营销策略ꎬ无法持续有效

地推送产品和服务ꎮ

２.４　 对私域流量客户运营不足

企业为了获得客户ꎬ提高曝光度ꎬ会花费很高的

成本通过公共平台ꎬ如搜索引擎、社交媒体获取流量

和新客户ꎬ但是从公域流量获取客户具有开放性、广
泛性和不确定性ꎬ用户忠诚度相对较低ꎬ很多客户购

买一次后就会流失ꎮ 企业对从公域流量当中获得的

客户没有很好地沉淀在私域流量当中ꎬ缺少私域粉

丝运营ꎬ让消费者产生复购行为变得十分困难ꎮ

２.５　 供应链管理不够完善ꎬ物流配送效率偏低

供应链管理是确保产品从生产到消费各个环节

顺畅运行的关键ꎮ 然而ꎬ内蒙古特色产品在供应链

管理方面存在明显短板ꎬ如信息不对称、库存管理不

完善、物流配送体系不健全等ꎮ 部分企业生产规模

有限ꎬ供应不稳定ꎬ物流成本高昂ꎬ且配送效率低下ꎬ
在电商平台销售ꎬ无法在规定期限发货ꎬ导致消费者

差评甚至直接退货ꎬ严重影响了消费者的购买体验

和满意度ꎮ

３　 智能化数字营销在内蒙古特色产品销售

中的策略

３.１　 打造品牌ꎬ突显特色产品优势

品牌不仅是一个名字或标志ꎬ还代表着企业的

信誉和承诺ꎮ 通过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和优质的服

务ꎬ品牌能够在消费者心中建立信任感ꎮ 在特色产

品销售中ꎬ品牌建设是提升产品知名度ꎬ深化市场影

响力的关键环节ꎮ 通过塑造品牌身份、传递品牌价

值观、开展品牌体验活动和持续传播与推广ꎬ企业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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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打造具有竞争优势和市场影响力的品牌ꎮ
３.１.１　 塑造品牌身份

在品牌名称上ꎬ以内蒙古特定的自然资源和生

态环境为宣传背景ꎬ借助特色突出、品牌辨识度和市

场认可度较高的农牧业区域公用品牌ꎬ如锡林郭勒

羊肉、科尔沁牛、乌兰察布马铃薯、兴安盟大米、河套

向日葵等ꎬ打造企业的品牌ꎮ 在品牌外观设计上ꎬ可
借助数字技术ꎬ通过视觉形象的设计来突显品牌的

独特性ꎬ加深消费者对品牌的认知和记忆ꎮ
３.１.２　 传递品牌价值观

明确品牌的价值观和文化内涵ꎬ通过品牌故事

传递给目标消费者ꎬ建立情感共鸣ꎮ 将内蒙古丰富

的历史文化融入品牌故事中ꎬ如草原文化、民族风情

等ꎬ使产品不仅是一种商品ꎬ更是一种文化的传递ꎬ
从而增加品牌的情感价值ꎬ加深消费者对品牌的记

忆点ꎮ
３.１.３　 开展品牌体验活动ꎬ持续传播与推广

结合旅游文化项目ꎬ创建如“瓜果采摘节” “我
和草原有个约定”等主题活动ꎬ建立产品参观和体

验馆ꎬ为消费者提供产品养殖或种植、采摘过程、加
工流程等的参观和体验活动ꎬ通过消费者互动ꎬ使用

ＡＲ / ＶＲ 技术为消费者提供沉浸式参观体验ꎬ增强品

牌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和认可度ꎮ 通过社交媒体、
网络广告、内容营销等手段ꎬ打造内蒙古特色产品的

品牌形象ꎬ提高品牌知名度ꎬ如建立视频账号、抖音

账号等ꎬ定期发布短视频、宣传短片来持续进行品牌

宣传和推广ꎬ并在产品销售旺季和大促活动期间ꎬ加
大宣传力度ꎬ配合企业线上、线下的销售ꎬ如内蒙古

自治区农牧厅与抖音官方合作ꎬ开展了抖音电商

“金产地计划”(内蒙古牛羊肉专场)ꎬ为自治区牛羊

肉销售提供流量扶持ꎬ开展 １００ 场溯源直播ꎬ推动内

蒙古优质农畜产品扩大品牌影响力和销售力度ꎮ
３.２　 加大市场调研与洞察力度ꎬ准确定位消费

群体

借助数据分析工具ꎬ进行充分的市场调研ꎬ分析

行业当中现有产品的销售状况ꎬ明确自身产品的定

位ꎬ分析和刻画消费群体的需求、偏好和行为模式ꎬ
有针对性地制订线上推广策略ꎬ准确投流ꎬ借助电商

平台的推荐算法ꎬ精准定位潜在客户ꎬ吸引新客户ꎮ

３.２.１ 　 进行市场调研ꎬ了解市场中产品销售

状况

使用数据分析工具进行市场调研ꎬ查看行业报

告ꎬ了解所处行业的格局ꎬ竞争对手的市场份额、销
售数据、用户需求等关键信息ꎬ进行 ＳＷＯＴ 分析ꎬ掌
握对手的市场份额、销售数据、用户需求等关键

信息ꎮ
３.２.２　 数据收集和数据预处理

通过搜索引擎、电子商务平台、社交媒体等渠

道ꎬ收集大量的消费者数据ꎬ包括购买记录、搜索记

录、社交媒体互动等信息ꎬ这些数据可以从多个渠道

获取ꎬ并进行整合ꎬ形成一个全面的消费者数据库ꎮ
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预处理ꎬ包括数据清洗、去重、
填补 缺 失 值 等 操 作ꎬ 以 确 保 数 据 的 质 量 和 一

致性[２]ꎮ
３.２.３　 数据分析ꎬ建立消费者画像ꎬ精准推荐

从预处理后的数据中提取有用的特征ꎬ如消费

者的年龄、性别、地域、兴趣爱好等ꎬ使用回归分析、
决策树、随机森林等分析方法ꎬ根据提取的特征ꎬ建
立详细的消费者画像ꎬ描述不同消费者群体的行为

模式和偏好ꎬ利用大数据分析工具和算法对数据进

行深入分析ꎬ发现消费者的行为模式和趋势ꎮ 有针

对性地制订线上推广策略ꎬ定向投放ꎬ借助推荐算

法ꎬ精准定位潜在客户ꎬ吸引新客户ꎬ提高用户的购

买转化率和销售额ꎮ
３.３　 加强智能化营销团队和平台的建设

企业借助智能化营销提升营销效果ꎬ实现可持

续的业务增长ꎬ团队和平台建设是必要的保证ꎮ 只

有配备掌握过硬技术并具有持续学习能力的优秀团

队ꎬ以及具备大数据分析能力和人工智能的平台才

能够顺利开展工作ꎮ
３.３.１　 加强智能化营销团队建设

智能化营销团队中的成员应具备多样化的技能

和经验ꎬ包括销售人员、数据分析师等ꎮ 企业通过招

聘具有相关经验和技能的人才ꎬ可以提高团队的整

体能力ꎬ由于信息技术更新迭代非常快ꎬ所以还需要

对团队成员定期进行各种培训和学习ꎬ不断提升业

务水平[３]ꎮ 必要时可以进行服务外包ꎬ聘请专业的

团队来开展工作ꎮ
—６８—



商贸营销

３.３.２　 构建完善的智能化营销平台

智能化营销平台主要包括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大数据分析平台等模块ꎬ具备数据采集、用户识别、
用户行为预测等功能ꎬ企业可以根据自身行业的特

点从第三方软件提供商处购买相关服务ꎮ
３.４　 借助大数据技术ꎬ进行私域流量运营

公域流量为企业带来广泛的曝光和潜在客户ꎬ
私域流量则通过深度维护和精准营销ꎬ提高用户忠

诚度和转化率ꎬ形成良性循环ꎮ 从公域获取用户后ꎬ
在私域中的运营策略是一个复杂且至关重要的过

程ꎬ直接关系到用户的留存、转化以及长期的忠诚

度ꎬ基本过程是:公域流量获取—销售转化—私域流

量沉淀—私域流量运营ꎮ
３.４.１　 在用户画像构建的基础上ꎬ定制化推送

对从公域流量中获得的用户ꎬ进行人群画像描

述ꎬ根据用户画像ꎬ推送符合其兴趣偏好和需求的内

容ꎬ通过定制化内容ꎬ提高用户参与度ꎬ在内容中设

置互动环节ꎬ如投票、抽奖、赠送粉丝福利、限时优惠

等ꎬ增强用户的参与度和归属感ꎬ吸引用户重复

购买ꎮ
３.４.２　 收集用户反馈信息ꎬ优化产品和服务

通过问卷调查、用户评论等方式收集用户反馈ꎬ
了解用户对产品和服务的满意度和改进建议ꎮ 对收

集到的数据进行深入分析ꎬ根据数据分析结果ꎬ不断

优化产品和服务ꎬ提升用户体验和满意度ꎮ
３.４.３　 用户成长体系设计

设置用户等级制度ꎬ根据用户的活跃度和消费

金额等因素进行升级ꎬ不同等级享有不同的权益和

优惠ꎮ 用户完成特定任务或消费后获得积分ꎬ积分

可用于兑换礼品或抵扣现金等ꎬ激励用户积极参与

和购买ꎮ 为用户设计清晰的成长路径ꎬ引导他们从

新手用户逐步成长为忠实用户ꎬ提高用户的长期

价值ꎮ
３.５　 借助数字技术ꎬ完善供应链管理

供应链优化是企业提高整体绩效的关键手段ꎮ

通过采用智能营销技术ꎬ企业可以更好地管理物流、
信息流和资金流ꎬ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ꎮ

３.５.１　 需求预测与库存管理

利用智能算法对市场需求进行预测ꎬ可以有效

减少库存积压和缺货风险ꎮ 例如ꎬ通过机器学习模

型对销售数据进行分析ꎬ企业可以提前调整生产计

划和采购策略ꎬ确保库存水平处于最优状态ꎮ
３.５.２　 物流与配送优化

智能物流系统可以通过实时数据分析ꎬ优化运

输路线和配送方案ꎬ降低运输成本ꎬ缩短交货时间ꎮ
３.５.３　 供应商管理

在供应链管理中ꎬ供应商的选择与评估至关重

要ꎮ 智能营销可以通过数据分析ꎬ帮助企业选择合

适的供应商ꎬ并通过持续改进与创新ꎬ提升供应商关

系管理水平ꎮ

４　 结论

智能化数字营销在内蒙古特色产品销售中的应

用具有巨大的潜力ꎮ 通过数据驱动、自动化与智能

化以及个性化营销等手段ꎬ可以有效提升内蒙古特

色产品的市场知名度和销售额ꎮ 未来ꎬ随着技术的

不断进步和市场的进一步开拓ꎬ智能化数字营销将

在内蒙古特色产品销售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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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市场营销优质服务策略分析

王　 红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ꎬ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００)


摘　 要:随着社会发展ꎬ电力企业面临的挑战也越来越多ꎮ 在当前多元的市场环境下ꎬ不仅要满足客户用电需求ꎬ还要不断

提升客户体验ꎬ创新市场营销策略ꎬ提升优质服务水平ꎮ 文章旨在分析电力市场营销特点、电力市场营销及优质服务对企业发展

的重要意义ꎬ并制订电力市场营销优质服务策略ꎬ以期能够提升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ꎬ促进企业的长足发展ꎬ更好地为经济

社会发展提供电力保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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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

高ꎬ电力用户的需求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ꎬ优化电力

营商环境、提升服务水平成为电力企业发展的必然

趋势ꎮ 为应对市场变化ꎬ提升电力企业核心竞争力ꎬ

企业必须注重提升服务质量ꎬ树立以用户需求为导

向的营销观念ꎬ并制订优质的营销服务策略ꎮ

１　 电力营销概述

电力营销主要涉及用市场经济的方法来适应民

众对电能使用的具体需要ꎮ 电力公司在其业务拓展

过程中ꎬ必须通过多种运营策略来确保消费人群对

电产品及其服务的切实需求得到满足ꎬ以期企业的

发展战略与市场经济的运作原则保持一致ꎮ 概括来

讲ꎬ电力营销的核心目的是调节电力供需的总体平

衡及需求时机ꎬ以便在特定时段优化整个供电方案

并提升服务水平ꎮ 其最终目标在于满足客户的用电

需求ꎬ促进供电与销售之间的互补合作ꎮ
电力公司在推广市场和供应卓越服务时ꎬ须与

消费者建立稳固互惠的伙伴联盟ꎮ 通过此举ꎬ能激

励客户自觉修正电力使用中的非理性模式及购电习

惯ꎬ以达成电能节约的宗旨ꎮ 此外ꎬ该做法既能支持

企业的持续增长ꎬ又能确保满足消费者对电力的需

求ꎮ 电力公司追求的终极营销目的是确保用户对电

能的需求得到安全、稳定及时且适宜的满足ꎮ 然而ꎬ
观察如今的电力供给状况ꎬ不难发现供应不足的问

题日益凸显ꎮ 倘若不能向用户提供高效的服务ꎬ甚
或对客户冷漠置之ꎬ将会严重削弱公司的电力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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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ꎬ并对电能企业的持续发展构成阻碍ꎮ

２　 电力市场营销的特点

２.１　 整体性

电力行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ꎬ需要建

设全国统一的电力市场ꎮ 电网是电力资源传输的根

本ꎬ需要电网所覆盖的区域均为电力企业市场营销

的范围ꎮ 从电网布局的角度来看ꎬ虽然同一区域内

可能存在大量对电力供应有不同需求的用户ꎬ但鉴

于电网的统一性ꎬ电力营销部门需将同一区域视作

一个市场来推进整体销售服务ꎮ 在此种市场环境

下ꎬ即使目标存在差异ꎬ供电网络也会将电力市场连

接成一个整体ꎬ制订营销策略时必须从整体出发ꎬ在

满足整体需求的基础上制订具有差异性的营销策

略ꎬ以满足不同用户的服务需求ꎮ

２.２　 差异性

整体性特征主要体现在产品类型和客户分类等

方面ꎬ而差异性主要体现在需求量、需求时间以及消

费方式等方面ꎮ 从需求量的角度来看ꎬ消费群体不

同对电力资源供应量的要求也有所不同ꎬ通常情况

下ꎬ工厂、企业等对电力供应的需求量较大ꎬ家庭用

电的需求较小ꎮ 从需求时间的角度来看ꎬ用户性质

的差异也会带来电力需求时间上的差异ꎬ有些用户

要求提供 ２４ 小时的供电服务ꎬ有些用户的电力需求

时间集中在白天ꎬ对夜晚的电力需求较少ꎮ 从消费

方式的角度来看ꎬ无论是电能的热转化消费ꎬ还是动

力转化消费ꎬ抑或照明消费均属于消费方式不同的

目标市场ꎮ 当消费方式不同时ꎬ用户对电力营销策

略和服务质量的要求也会出现差异[１]ꎮ

２.３　 相对稳定性

电力市场会随着社会发展的步伐发生变化ꎬ国

家层面对电力市场改革发展高度重视ꎬ出台的相关

政策、文件对维护电力市场健康平稳可持续发展具

有重要指导意义ꎮ 在制订市场营销策略时要综合考

虑经济社会和国家政策等宏观因素ꎬ需要从全局、长

远及展现社会责任的角度制订营销策略ꎬ满足市场

要求ꎮ 要充分调动市场各方的主观能动性ꎬ不断优

化市场机制ꎬ强化企业与客户的良性互动和互利共

赢ꎬ促进电力供应的安全、稳定、高效ꎮ

３　 电力市场营销优质服务对企业发展的重

要意义

３.１　 增强电力企业核心竞争力

电力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体现在电能质量、接电

效率、供电保障等多个方面ꎬ但与客户直接接触ꎬ影

响客户第一印象ꎬ直接带给客户服务感知是营销服

务ꎮ 随着标准化管理体系的推进ꎬ企业在硬件上竞

争优势逐步减弱ꎬ以优质服务为根本的软件建设将

为提升核心竞争力带来新的动能和软实力ꎮ 对于当

前的电力企业而言ꎬ在确保电力供应质量基础上ꎬ需

要不断提升服务质量ꎬ同时辅以科学的营销策略ꎬ除

了挖掘电力产品附加值ꎬ探索更多能够提升电力企

业核心竞争力的路径ꎬ充分利用高科技和信息化手

段ꎬ强化相关人员专业素养ꎬ避免人为因素降低服务

水平ꎬ进而影响企业核心竞争力ꎮ

３.２　 增加客户忠诚度满意度

客户是电力企业服务的对象ꎬ市场营销优质服

务应以满足顾客满意度为导向ꎬ向客户提供高质量

的电力产品和营销服务ꎬ能够增加客户感知价值ꎬ有

利于保持客户和企业之间的良好合作关系ꎮ 客户对

企业是否具有忠诚度和满意度通常需要较长时间来

验证ꎬ因此ꎬ优质服务需要常抓不懈、一以贯之ꎬ建立

长效机制ꎮ 在此期间ꎬ营销服务人员要始终保持服

务标准、服务热情、服务品质ꎬ积极帮助客户解决急

难问题ꎬ确保客户需求得到满足ꎬ提升客户对企业的

满意度和忠诚度[２]ꎮ

３.３　 提升企业社会效益

电力企业发展过程中既要注重提升经济收益ꎬ

更要关注社会效益ꎮ 对电力企业而言ꎬ市场营销优

质服务不仅体现在为企业提质增效ꎬ更体现在社会

责任的履行方面ꎬ营造良好电力营商环境、助力“双

碳”目标ꎮ 通过缩短业务流程、降低接电成本、提升

供电效率、提供增值服务ꎬ为企业及客户提供省心

电、省钱电、绿色电ꎻ通过各种服务方式推动电能替

代ꎬ如煤改电、气改电等ꎬ提升电能在能源消费终端

的占比ꎻ积极推广节能理念ꎬ为不同客户群体诊断用

—９８—



市场周刊

能问题ꎬ推送节能方案ꎬ促进节能减排ꎻ推进综合能

源服务ꎬ引导客户侧风能、光能合理利用ꎬ推进储能

合理配置ꎬ根据客户需求量身定制“冷、热、电”三联

动ꎬ促进客户侧能效提升ꎮ

４　 电力市场营销优质服务策略

４.１　 树立以用户需求为导向的营销理念

电力企业致力于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ꎬ要

将用户需求置于营销活动的核心位置ꎬ真正了解用

户的需求ꎬ不断优化电力营商环境ꎬ帮助客户提升办

电效率、降低办电成本ꎮ 充分借助大数据和人工智

能技术等手段ꎬ全面收集、分析用户行为数据ꎬ构建

用户画像ꎬ掌握用户购买电力产品的目的、用途和偏

好变化等信息ꎮ 此外ꎬ还应关注服务细节ꎬ注意服务

技巧ꎮ 例如ꎬ很多人在接到客服人员电话时常出现

态度冷漠、不愿交谈甚至恶语相向的情况ꎬ应考虑用

户接听电话的心理变化ꎬ以及哪些话术更易吸引用

户ꎬ先借助大数据分析技术提前了解每个用户对供

电服务的需求ꎬ尤其是反馈意见ꎬ从用户的反馈意见

方面开展交流能让用户感受到被尊重ꎬ也能给用户

留下积极解决问题的良好印象ꎬ更易开展后续

工作[３]ꎮ

４.２　 实施差异化用电服务

电力市场营销具有差异化特征ꎬ企业可根据此

特征来实施差异化用电服务ꎬ先综合分析用户用电

风险、电费缴纳情况等方面ꎬ为整体研判提供信息基

础ꎬ再根据这些信息将用户按照不同电压等级、用电

容量和隐患处理实效等进行划分ꎮ 每个等级的用户

都会拥有一个“积分表”ꎬ积分相似的用户群体作为

一个单独的客户群体ꎬ为单独群体制订整体化营销

策略ꎬ再根据用户的个人积分制订差异化策略ꎮ 积

分可随着用户的电费缴纳行为、电力产品购买力等

做出变化ꎬ拥有一定积分后可获得节能定制方案推

送、配置专属客户经理等增值服务ꎮ 针对用户差异

化用电行为ꎬ要有针对性开展差异化服务ꎬ例如:通

过大数据梳理ꎬ发现部分用户对电费缴纳情况的关

注较少ꎬ经常出现欠费情况ꎬ不仅影响其信用ꎬ还可

能造成生活上、工作上的不便ꎮ 针对此类用户ꎬ可以

在电费缴纳时点开展一对一短信或电话提醒ꎬ促使

其养成及时缴费习惯ꎬ调整其差异化行为ꎮ

４.３　 利用信息化技术手段提升电力营销服务

水平

与传统的电力营销服务工作相比ꎬ现有的营销

手段、服务模式有了快捷、精准、智能的平台和技术

支持ꎮ 可以借助大数据分析技术、终端计量装置等

来打造智能化的客户管理体系ꎬ全面采集、归档和共

享客户信息ꎬ形成信息库ꎮ 根据对相关数据的核算

与评价结果生成信息检测报告ꎬ为客户量身定制用

能提升方案ꎬ并成为制订营销决策的重要依据ꎬ同时

也能为个性化服务提供信息支持ꎮ 信息化系统的建

设尤为关键ꎬ可以考虑根据客户不同需求构建不同

服务模块ꎬ例如ꎬ可以优化业务咨询、预约服务、用电

申请、电费存缴、账单查询等功能ꎬ能够满足供电企

业和用电客户双方需求ꎮ

４.４　 开展线上线下融合服务

电力企业实体营业网点是开展营销服务的重要

基地ꎬ也是开展线下服务的重要载体ꎮ 除了开展日

常业务办理ꎬ还可以充分利用营业场所ꎬ开展电力产

品推广、节能宣传、价格公示、服务明星选树等活动ꎮ

虽然营业场所面积和客户人数有限ꎬ但可以与客户

进行面对面交流ꎬ服务成效更加直接、直观ꎬ可以得

到大客户及老年客户的青睐ꎮ 此外ꎬ针对一些服务

需求迫切、服务内容复杂ꎬ或者有特殊困难的客户ꎬ

安排客户经理上门也是线下服务的一种方式ꎮ 相比

线下服务ꎬ线上服务的渠道更多ꎮ 服务热线电话是

一种简便、易操作的线上服务方式ꎬ对营销人员的业

务素质、心理素质、应变能力甚至普通话要求较高ꎮ

另外ꎬ企业网站、微信公众号和相关 Ａｐｐ 页面ꎬ可以

满足更多客户业务办理、服务咨询、服务反馈等多种

需求ꎮ

４.５　 建立服务后评估机制

在电力市场营销中ꎬ服务后评估始终占据至关

重要的地位ꎬ服务后评估不到位将对工作闭环管理

和品牌形象造成不良影响ꎮ 在强化服务后评估的过

程中ꎬ可先建立完善的服务后评估体系ꎬ将服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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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ꎬ整个服务后评估流程可按照收集用户申请

信息、积极响应与安排(上门服务或远程支持)、具

体故障的诊断与修复、服务评估与反馈、售后服务记

录和跟踪等流程有序进行ꎮ 服务标准也应明确化ꎬ

包括应在限定期限内对用户申请做出积极响应ꎬ主

动关注客户需求ꎬ切实解决客户面临的难题ꎮ 定期

开展客户满意度调查ꎬ了解客户对企业服务的满意

度ꎮ 可以通过电话、邮件、短信、问卷等方式收集客

户反馈ꎬ全面了解客户的需求和意见ꎮ 提升服务响

应速度ꎬ通过互联网技术为客户反馈服务体验提供

多种渠道ꎬ同时ꎬ建立内部快速响应机制ꎬ根据服务

请求分类施策ꎬ做到专人受理、快速处理ꎮ 另外ꎬ每

次处理客户服务诉求完成后应及时记录和归档信

息ꎬ以便后续跟踪和查询ꎬ同时做好用户回访工作ꎬ

做到及时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４]ꎮ

４.６　 加强电网建设与改造

若要确保能够为用户提供优质服务ꎬ首先应提

升电网基础设施的稳定性与安全性ꎮ 电网建设应根

据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ꎬ以及电力负荷预测结果

统筹推进ꎬ确保电网布局能与区域发展相互协调ꎮ

应增强主干网架构ꎬ增强特高压及 ５００ 千伏及以上

电压等级电网建设ꎬ加快重点城市核心区域配电网

结构研究及网架优化提升工作ꎻ落实高质量城市配

电网建设要求ꎬ聚焦提升供电可靠性ꎬ打造国际领先

的高可靠性示范区ꎬ努力缩短用户平均停电时间ꎻ综

合分析电网薄弱环节和风险隐患ꎬ全面开展升级改

造ꎻ服务新能源消纳ꎬ强化光伏、风电并网能力ꎬ坚持

集中式和分布式并举ꎬ远距离外送和就近、就地消纳

并重ꎻ加强新型储能技术应用ꎬ提升电网灵活调节能

力ꎬ加强配套电网建设和并网服务ꎬ促使电力产品更

加绿色、环保ꎮ

４.７　 组建专业化营销服务团队

人是第一生产要素ꎬ营销服务质量在根本上取

决于营销服务团队的综合素质ꎮ 电力营销服务工作

取得质的提升ꎬ必须建立专业化的营销服务团队ꎮ

应注重考核与培训ꎬ选拔培养出一批专业知识扎实、

沟通能力强、服务意识高的营销人员ꎮ 细化培训方

案ꎬ根据考核结果分析相关人员存在的问题和不足ꎬ

为其提供个性化培训服务ꎮ 例如ꎬ有些营销人员因

为无法熟练操作新平台而影响了服务质量ꎬ可以强

化其新平台的操作训练ꎬ或指派专人提供新平台操

作指导等ꎬ确保培训的实效、实用ꎮ 要根据市场需求

和专业要求选聘人才ꎬ注重职业道德、敬业精神、业

务能力、沟通能力等ꎮ 在日常工作之外ꎬ需要组建志

愿者队伍ꎬ志愿者除了业务素质过硬ꎬ还要有爱心、

有耐心ꎬ定期对孤寡老人、留守儿童、困难群体开展

上门帮扶ꎬ为特殊群体解决用电及生活上的困难ꎬ弘

扬正能量、擦亮服务品牌ꎮ

５　 结论

综上所述ꎬ对于电力企业而言ꎬ电力市场营销中

的优质服务策略是提升其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所在ꎬ

若要在市场服务中占据有利地位ꎬ企业不仅要树立

以用户需求为导向的营销观念ꎬ还应推行差异化用

电服务模式ꎮ 同时ꎬ发挥信息化技术手段的优势ꎬ做

好营销价格策略的优化ꎬ并强化服务后评估机制ꎬ以

满足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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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性业务改革背景下电力设计企业业务调整的思考
———以国网某电力设计企业为例

杨　 凯ꎬ郑　 荟ꎬ王　 颖ꎬ郑　 义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经济技术研究院ꎬ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０８)


摘　 要:在竞争性业务改革的大背景下ꎬ电网企业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ꎮ 为了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ꎬ文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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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当前ꎬ电力体制改革正处于纵深推进阶段ꎬ各利

益相关方激烈博弈ꎬ利益格局正在发生变化ꎮ 国家

电网公司作为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能源安全的
国有骨干企业ꎬ完善法人治理结构ꎬ是公司全面深化

改革的重要任务ꎬ有利于提高国有资本效率、增强企
业活力ꎮ 而完善国有企业治理制度ꎬ必须强调国有

企业服务国家战略的责任担当ꎬ推动国有企业实现
经济责任、政治责任、社会责任相统一ꎮ

１　 企业经营环境分析
从影响企业的各个条件来看ꎬ外部环境充满着

不确定因素ꎬ外部环境主要包括企业宏观环境和企
业微观环境[１]ꎮ 文章以国网某电力设计企业为例ꎬ
从宏观经济、政治、社会和微观技术角度分析企业目

前所处的环境ꎮ
１.１　 政治环境分析

随着«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力体

制改革的若干意见» (中发〔２０１５〕９ 号)印发ꎬ电网

企业改革的方向不断细化落实ꎮ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

重视国企改革发展ꎬ亲自谋划部署ꎬ作出一系列重要

论述ꎬ如强调深化央企改革ꎬ不断提高核心竞争力、
增强核心功能ꎬ切实发挥央企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

系、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

支撑作用ꎻ要推动处于自然垄断环节的企业聚焦主

责主业ꎻ要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ꎬ更好

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ꎮ
１.２　 经济环境分析

自 ２０２０ 年以来ꎬ中国经济遇到了很多困难和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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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ꎮ 投资增速回落ꎬ消费明显收缩ꎬ失业率走高、年
轻群体就业形势尤其严峻ꎬ原材料价格猛涨、压力向

中下游传导ꎬ贸易波动增大ꎬ人民币汇率一度呈现贬

值趋向ꎬ杠杆总体风险可控的同时ꎬ局部债务风险有

显性化苗头ꎬ稳增长的压力明显增大ꎮ 叠加人口红

利不断弱化ꎬ经济增长动力不足ꎬ基建投资市场需求

不旺ꎬ设计市场需求也基本达到顶峰ꎮ
１.３　 行业环境分析

电网发展的内涵要素在于设计ꎬ电网发展提质

增效的关键在于抓好设计ꎮ 电力设计企业作为国网

公司控股的设计、咨询单位ꎬ要以内部规划、评审、技
术研发等业务为主ꎬ减少输变电工程勘察、设计等业

务承接ꎮ 鉴于此ꎬ国网电力设计企业面临严峻的考

验ꎮ 为了适应未来市场发展的需要ꎬ研究竞争性业

务改革背景下电力设计企业业务调整具有重要的现

实意义ꎮ 同时ꎬ根据业务改革实施方案要求ꎬ国网电

力设计企业从设计咨询向设计管理支撑服务转型时

间紧迫ꎬ设计管理工作需上下“一盘棋”统筹考虑ꎮ
１.４　 技术环境分析

电力设计是能源行业中的一个重要分支ꎬ既有

能源工程设计行业的共性特点ꎬ又有其自身独特的

发展脉络ꎮ 目前能源电力设计行业主要围绕电网工

程与用户工程展开[２]ꎮ 随着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加

速ꎬ面对“双高”电网安全稳定风险、电力电量平衡、
分布式新能源快速发展等挑战ꎬ超前应对还不够有

力ꎮ 面对公司“抓设计、提质量”等工作要求ꎬ巩固

提升设计管理具体举措还不够有力ꎬ抓手不够牢固ꎬ
显性化表征设计管理成效的方式方法还不够突出ꎮ
创新研究与人才培养联动的运作机制运转不够流

畅ꎬ对学科团队“差异化”管理的举措不够明晰ꎮ
２　 优化国有经济布局ꎬ更好促进现代化产业
体系建设

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现代化国家的物质技术基

础ꎮ 国有企业作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主力军ꎬ
必须坚守实体经济根基ꎬ积极布局产业新赛道ꎬ大力

培育发展新动能ꎮ 在竞争性业务改革背景之下ꎬ国
网电力设计企业要紧扣国网公司战略布局ꎬ要主动

适应变革ꎬ以对内服务为主ꎬ综合市场、利润、资质等

因素拓展今后的发展方向ꎬ向电网设计管理与服务

支撑单位转变ꎮ
２.１　 聚焦“管理提升”与“技术进步”两手抓

当然ꎬ国网电力设计企业并不是完全退出市场

化竞争ꎬ而是以服务电网发展为主业ꎬ做好主业支撑

服务ꎮ 因此ꎬ设计专业要加强系统思考ꎬ从被动向主

动转变ꎬ从碎片化设计管理向系统化服务支撑转变ꎮ
(１)设计管理方面ꎬ既要做电网设计管理的“引

领者”ꎬ在设计技术、新理念突破等方面ꎬ先行先试ꎬ
制订标准ꎬ提出建议ꎬ助推行业设计管理能力提升ꎻ
也要做江苏设计评审的“参与者”ꎬ贡献专家力量ꎬ
发挥专家优势ꎬ参与重大、复杂工程评审ꎬ提升评审

工作质效ꎮ
(２)技术支撑方面ꎬ既要做电网设计的“生力

军”ꎬ积极做优承接的电网设计咨询业务ꎬ打造设计

样板ꎬ做出示范表率ꎻ也要加强与市场化设计企业联

动ꎬ做电网设计创新的“践行者”ꎬ打破典设ꎬ示范引

领ꎬ打造样板ꎮ
２.２　 不断做优设计管理体系

设计工作不能有“本本主义”ꎬ要注重现场实

践ꎬ因地制宜、因网制宜ꎬ提升设计的科学性、合理

性ꎮ 要系统思考设计管理全链条ꎬ厘清各环节ꎬ夯实

设计管理基础ꎬ提升评审质效、评审能力、设计技术ꎬ
强化设计管理支撑ꎬ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

增长ꎮ
(１)延长设计管理链ꎮ 做好设计管理向规划的

延伸ꎬ打通“规划—可研—初设—施工图”各环节ꎬ
将规划作为设计的起点ꎬ以规划质量的提升带动设

计质量的提高ꎮ 设计评审专业要提前与规划专业沟

通ꎬ在规划阶段加强现场踏勘ꎬ开展选所选线ꎬ提出

关注点ꎬ形成可研设计技术要点ꎬ指导可研设计

评审ꎮ
(２)完善设计图档管理库ꎮ 在设计图档管理库

中新增预可研等功能ꎬ同步与电网规划对接ꎬ传导规

划意图ꎬ指导后续可研设计及评审ꎬ实现规划和可研

阶段信息互通ꎮ 融合图纸采集、数据管理、三维数据

归集等功能ꎬ实现各阶段设计成果、评审意见、变更

签证等资料的统一归档ꎬ确保数据同源ꎮ
２.３　 持续健全设计评审模式

树立“过紧日子”思想ꎬ以支撑电网投资经济性

为目标ꎬ加强与设计企业联动ꎬ进一步明确评审及设

计工作要点ꎬ不断迭代完善、贴合实际ꎮ 固化业务流

程ꎬ持续通过数字化手段ꎬ推动“一贯到底”落得更

实ꎮ 要加强可研、初设、施工图等各阶段设计质量梯

度控制ꎬ进一步明确把控的要点ꎮ 不断优化评审模

式ꎬ“线上＋现场”评审并用ꎬ进一步提升智慧辅助评

审能力ꎮ 统筹设计评审力量ꎬ试点“一套人马、一审

到底”的全流程评审模式ꎬ推动工作成效最优ꎮ
(１)建立设计质量评价机制ꎮ 持续完善全过程

设计质量评价结果反馈机制ꎬ结合设计管理重点ꎬ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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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修订设计评价指标体系及评价标准ꎬ通过设计质

量评价ꎬ总结提炼各阶段设计缺陷ꎬ形成设计质量问

题库ꎬ闭环反馈ꎬ强化评价结果落地应用ꎬ提升设计

质量ꎮ
(２)建立评审成效分析机制ꎮ 依托智慧辅助评

审平台ꎬ挖掘数据价值ꎬ深化数据分析应用ꎬ形成技

术案例、经济指标、专题报告ꎬ前端传导促进设计评

审ꎬ后端反馈指导工程应用ꎮ 要聚焦问题导向ꎬ结合

国网公司要求与自身专业现状ꎬ针对性补齐自身专

业短板ꎮ
３　 加强复合型人才培育ꎬ不断提升设计服务
能力

人才是第一资源ꎬ而有效组织起来的人才ꎬ是有

效、宝贵的资源ꎮ 通过吸纳有志青年、专家大师ꎬ持
续育人才ꎬ构筑人才队伍高地ꎬ切实带动设计服务转

型升级ꎬ更好支撑电网高质量发展ꎮ
３.１　 要传播积极向上文化ꎬ打造设计企业品牌

３.１.１　 要营造氛围ꎬ创造条件

物以类聚ꎬ人以群分ꎬ适合的环境才能助力更好

的发展ꎮ 领导班子、中层干部有责任、有义务ꎬ带好

队伍ꎬ营造良好工作氛围ꎬ为员工提供展才释能的平

台ꎬ给予资源ꎬ助力员工锤炼心智、练就本领、成长成

才ꎮ 要通过业务与研究“两手抓、两手硬”ꎬ让员工

在业务上技高一筹ꎬ在研究上超前一步ꎮ
３.１.２　 要珍惜机会ꎬ建功立业

个人的成长离不开国网电力设计企业这艘大

船ꎬ企业的发展离不开员工的共同努力ꎮ 员工要珍

惜当前的工作环境和机会ꎬ切不可安于现状ꎬ半途而

废ꎬ要全力用好组织创造的机会ꎬ建功立业ꎮ 同时作

为创业者、守业者ꎬ有责任、也有义务助力树立好国

网电力设计企业这块牌子ꎬ提升企业的“知名度”
“美誉度”ꎮ

３.２　 要坚决落实多种举措ꎬ做好人才培育保障

要始终把人才培养置于首位ꎬ要做好统筹ꎬ制订

个性化培养计划ꎬ明确具体的人才培养落地举措ꎮ
切不能任由人才自由成长ꎬ要在相应的制度保障下ꎬ
交任务、压担子、搭台子、铺路子ꎬ加快培养出设总型

人才、智库型人才、专家型人才ꎮ
(１)培养设总型人才ꎮ 这是当前最为紧缺的“多

专业背景、过硬技术积攒”的技术复合型人才ꎮ 一个

项目有一个好的设总ꎬ项目设计就成功了一半ꎮ 企业

层面要加强统筹ꎬ补强设计专业力量ꎬ选拔有潜质的

设总ꎬ实施多专业历练ꎬ加深设总对多专业的理解深

度与广度ꎬ助力练就“过硬”本领ꎬ强化多专业能力ꎮ

(２)培养智库型人才ꎮ 这是当前急需的“既懂

技术、也知管理”的综合型人才ꎬ也是能够推动专业

管理提质的支撑型人才ꎮ 要依托挂职交流、内外部

跨岗锻炼等途径ꎬ了解不同岗位的专业背景和管理

要求ꎬ加深专业与管理的融合ꎮ 要进一步厘清专业

技术及管理的纵向链条和关键环节ꎬ促使人员在技

术上学深悟透ꎬ在管理上融会贯通ꎬ能够为设计专业

管理ꎬ提出建设性意见建议ꎮ
(３)培养专业型人才ꎮ 这是当前已崭露头角的

“立足岗位、深耕专业”的技术型人才ꎬ也是能够推

动国网电力设计企业树牢牌子、打响名声不可或缺

的人才ꎮ 要梳理明确“优势”学科ꎬ在数字化、绿色

化等方面进一步做优ꎻ要发挥特色“小众”专业优

势ꎬ在造价、暖通等方面进一步做强ꎻ要针对性倾斜

资源、配套项目ꎬ加强“学科体系—研究方向—创新

项目—柔性团队—专业人员”协同ꎬ通过人才成长ꎬ
提升专业话语权ꎮ

３.３　 要维护甲级资质水平ꎬ夯实技术服务基础

资质是企业进入目标业务领域的“钥匙”ꎮ 资

质已经成为行业内外辨识企业综合能力的最直观参

考ꎬ越高的资质从事的业务范围越广ꎬ企业的综合经

营实力也越强ꎮ 经统计国内拥有甲级资质的企业数

量占比较高ꎬ要想保持行业地位ꎬ仍需继续保持甲级

资质水平ꎮ
(１)优选设计承揽业务ꎮ 国网电力设计企业要

继续巩固勘测设计业务ꎬ可以针对性承接电网重点

示范工程、创新工程、特色工程、５００ ｋＶ 创新工程及

业绩资质工程ꎬ切实提升业绩指标ꎮ 同时积极开展

新能源和综合能源服务、行业标准编制、通用设计编

制、科研专题研究等技术支撑工作ꎬ为省公司做好设

计管理服务ꎮ
(２)加强设计人才配置ꎮ 首先ꎬ需要通过提高

３３０ 千伏及以下设计评审业务量、扩大施工图评审

范围、师带徒培养等方式锻炼队伍ꎬ提升设计能力ꎮ
其次ꎬ要争取更加灵活的用人机制ꎬ重点补充新能源

工程人员和勘察设计人员配置ꎬ推动设计企业资质

维护ꎮ
４　 加大设计技术革新ꎬ推动产业绿色化智能
化转型升级

要紧紧围绕新型电力系统“清洁低碳、安全充

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特征ꎬ兼顾电力

保供研究和绿色低碳转型ꎬ主干网持续做优、配电网

加快突破、微电网探索助力ꎬ先行探索、敢作敢为、善
作善成ꎬ为电网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技术支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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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　 落实“经济工业化”理念

回归变电工程工业本源定位ꎬ以工匠精神ꎬ将传

统业务做精做细ꎬ可开展通用设计优化和系列设计

专题研究ꎬ从建筑建构、布置形式、设备选型等方面

进行优化ꎬ因地制宜满足不同应用场景需求ꎬ落实工

业化和精细化设计ꎬ打造企业的核心竞争力ꎮ 如细

化机械化施工方案ꎬ实现施工方案、工艺选用与价格

计算逐一匹配ꎬ方便设计和评审环节应用ꎮ
４.２　 落实“绿色低碳”理念

因地制宜开展方案设计比选、绿色环保选材把

关ꎬ提升工程绿色化水平ꎮ 依托绿色变电站评价规

范、输变电工程“绿色化”清单ꎬ构建绿色低碳评价

体系ꎬ试点绿色星级评价ꎬ引导和规范地区电网工程

建设ꎮ 围绕交直流混联电网、有源配电网、微网多元

储能、小型化变电站、低碳设备及材料等新型电力系

统建设重点方向ꎬ承接规划布局ꎬ积极开展试验示范

工程设计和非标创新性设计ꎬ推动设计理念、方法和

技术创新ꎬ做到经济技术和社会效益最优ꎬ全力打造

“江苏样板”ꎮ
４.３　 落实“创新引领”理念

持续深化三维设计管理ꎬ开展三维数据检核ꎬ促
进三维设计质量提升ꎬ深化三维数字化移交技术ꎬ构
建完整三维模型库ꎮ 积极参与新型电力系统背景下

典型设计修订ꎬ制订线路工程三维正向设计系列管

理文件ꎬ同步扩大三维正向设计试点ꎬ推动专项设计

竞赛成果应用ꎮ

５　 电力设计企业业务调整保障措施

电力设计企业业务的调整优化必然要适应社会

和市场环境的变化和发展ꎬ有必要对国有设计公司

业务体系进行“体检”ꎬ为其经营发展的合规性提供

保障ꎬ避免进入发展误区ꎬ使其具有可操作性ꎬ将经

营风险降到最小[３]ꎮ
５.１　 提升企业法治能力

紧跟上级部署ꎬ及时完善党委会、办公室等议事

规则ꎬ更新“三重一大”决策事项清单等ꎬ理顺决策

权责关系ꎮ 建立健全企业相关制度ꎬ厘清运营体系ꎬ
提升法律服务保障水平ꎬ推动企业规范高效运转ꎮ
深化合规管理体系建设ꎬ充分发挥合规管理委员会

协调作用ꎬ落实合规管理报告工作机制ꎬ加强合规风

险销号管理ꎬ强化考核评价ꎮ 加强法治文化建设ꎬ确
保法治培训全覆盖ꎬ提升法治合规意识ꎮ 加强业务

部门、法律主管部门、监督管理部门“三道防线”管

控力度ꎬ严格规范合同全流程管理ꎬ加强履约法律风

险防范ꎬ推动合规与业务深度融合ꎮ 深化招标法律

保障人才库建设ꎬ加强招投标全过程法律保障ꎮ
５.２　 提升财务经营水平

坚持以企业发展战略为总引领ꎬ统筹财力资源ꎬ
促进核心业务战略落地ꎬ提升预算、资源战略保障

力ꎮ 以提升会计信息质量为目标ꎬ构筑数字财务管

理新体系ꎬ加快推进财务数智化转型ꎬ深度挖掘财务

数据ꎬ提高服务经营决策、增强价值服务能力[４]ꎮ
以“降本创利、开源创收、管理创效”为目标导向ꎬ高
效运转全价值量化、全过程考核的内部模拟市

场[５]ꎮ 持续挖潜增效ꎬ降本节支ꎬ提高市场意识ꎬ精
准经营效益评价ꎬ强化税收决策支持ꎬ有效激发设计

企业内部业务主体的创收动力ꎬ促进设计企业“质”
“效”双提升ꎮ 强化风险预警与应对能力ꎬ平衡风险

和效益ꎬ持续深化风控运行体系ꎬ不断提升抗风险

能力ꎮ

６　 结论

随着经济发展转型ꎬ设计行业也逐步从增量市

场走向存量市场ꎬ众多国有设计企业不断优化业务

方向ꎬ加强人才培养ꎬ深化技术革新ꎬ逐步朝向高质

量发展阶段ꎮ 而企业法治能力是企业治理改革的重

要保障ꎬ财务经营管理水平可以有效激发企业的内

生动力ꎬ可以促进企业高效运作ꎮ 这样ꎬ才能确保竞

争性业务改革背景下电力设计企业业务调整取得

实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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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数据环境下的精准营销能以数据驱动的决策提升营销活动精准度ꎬ实现高效资源配置和实时市场洞察ꎬ从而增强

客户互动和满意度ꎮ 文章探讨了大数据环境下企业精准营销的优势ꎬ分析了数据收集与整合、用户画像分析、营销渠道优化、内

容创新以及自动化技术在精准营销策略中的应用ꎬ以确保精准营销策略的有效执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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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今天ꎬ大数据已成为推

动各行各业转型升级的关键力量ꎬ在国家发布的

«关于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指

出ꎬ要加快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ꎬ促进数据高效流通

和开发利用ꎬ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ꎬ
这不仅为企业利用大数据进行精准营销指明方向ꎬ
也赋予其新的使命与机遇ꎮ 精准营销以数据为核心

驱动力ꎬ能够帮助企业精准了解客户需求ꎬ提升营销

活动精准度ꎬ从而提升市场洞察力和客户互动水平ꎮ
文章旨在探讨大数据环境下企业利用数据资源进行

精准营销的策略和保障措施ꎬ以期为企业在大数据

时代的营销活动提供参考和指导ꎮ

１　 大数据环境下企业精准营销的优势

１.１　 数据驱动决策ꎬ提升营销精准度

在大数据的浪潮中ꎬ企业精准营销的首要优势

在于数据驱动决策深度应用ꎬ收集、整合并分析海量

用户行为数据、交易记录及社交媒体互动等多维度

信息ꎬ企业能构建出精细化的用户画像ꎬ精准识别目

标消费群体的需求偏好、购买意愿及潜在消费模式ꎮ
基于数据洞察的决策机制ꎬ使营销策略的制订不再

依赖传统经验或直觉ꎬ而是更加科学化、个性化ꎬ确
保营销信息精准触达目标受众ꎬ显著提升营销活动

的转化率和 ＲＯＩꎬ从而在激烈市场竞争中占据先机ꎮ
１.２　 高效资源配置ꎬ降低营销成本

大数据技术的应用ꎬ促使企业实现对营销资源

的优化配置ꎬ有效降低营销成本[１]ꎮ 对历史营销活

动的数据分析ꎬ企业能精确评估不同渠道、不同内容

形式的营销效果ꎬ从而精准分配预算ꎬ减少低效或无

效投入ꎬ同时利用预测分析模型ꎬ企业能提前预判市

场趋势和消费者行为变化ꎬ提前布局营销资源ꎬ实现

资源的最大化利用ꎮ 大数据还助力企业实现精准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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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ꎬ即根据用户画像和实时场景ꎬ自动调整广告内容

和投放时机ꎬ减少资源浪费ꎬ提高营销效率ꎬ进一步

降低整体营销成本ꎮ
１.３　 增强客户互动ꎬ提升客户满意度

大数据为企业提供深化客户关系的强大工具ꎬ
深入分析客户数据ꎬ企业能深入理解客户需求ꎬ从而

设计更加贴心、个性化的客户互动体验ꎬ无论是定制

化的产品推荐、个性化的服务流程ꎬ还是即时响应的

客户咨询ꎬ都能显著提升客户的满意度和忠诚度ꎮ
大数据还帮助企业实现跨渠道客户旅程的整合ꎬ确
保客户在不同接触点的体验一致性和连续性ꎬ进一

步增强客户黏性ꎬ采取持续优化客户互动的策略ꎬ为
企业长期稳定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ꎮ

２　 大数据环境下企业精准营销策略探析

２.１　 数据收集与整合ꎬ构建全面的数据管理

体系

２.１.１　 多渠道数据采集方法

在大数据环境下ꎬ企业精准营销的首要任务是

构建全面的数据源体系ꎬ要求企业采取多样化数据

采集策略ꎬ以覆盖用户行为、偏好、交易记录等多个

维度[２]ꎮ 具体而言ꎬ企业可集成线上电商平台、社
交媒体、移动应用、物联网设备等多渠道数据源ꎬ利
用 ＡＰＩ 接口、爬虫技术、ＳＤＫ 集成及用户授权等方

式ꎬ实现数据实时或批量采集ꎻ对线上数据ꎬ企业需

关注用户浏览路径、点击行为、搜索关键词等直接反

映兴趣偏好的信息ꎬ同时结合线下门店的 ＰＯＳ 系

统、ＣＲＭ 系统ꎬ捕捉顾客购买行为、会员信息及服务

反馈ꎬ形成线上线下融合的数据闭环ꎻ引入第三方数

据服务ꎬ如市场调研报告、行业数据库等ꎬ也是丰富

数据源、提升数据广度和深度的有效途径ꎮ
２.１.２　 数据清洗与标准化流程

大数据环境下ꎬ企业收集到的多渠道数据往往

存在质量问题ꎬ因此需要进行数据清洗与标准化ꎬ对
重复数据进行识别和删除ꎬ确保数据的唯一性ꎮ 处

理缺失值ꎬ可根据数据特点采用均值填充、中位数填

充或回归分析等方法进行补全ꎮ 对异常值ꎬ要进行

检测和处理ꎬ判断其是否为真实的异常情况还是数

据错误ꎮ 在数据标准化方面ꎬ统一数据格式和单位ꎬ
例如ꎬ将日期格式统一为特定的标准格式ꎬ将货币单

位统一等ꎬ并积极构建数据质量评估指标体系ꎬ定期

对数据进行质量评估ꎬ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ꎮ
企业实施数据清洗与标准化流程ꎬ能为精准营销提

供高质量的数据基础ꎬ提高营销决策的准确性ꎮ
２.２　 用户画像分析ꎬ深入挖掘目标客户需求

２.２.１　 基于行为数据的用户画像构建

企业在大数据环境下进行精准营销ꎬ构建基于

行为数据的用户画像不可或缺ꎮ 分析用户的浏览历

史、购买行为、搜索记录等行为数据ꎬ深入了解用户

的兴趣爱好、消费习惯和需求偏好ꎬ如若用户频繁浏

览某类产品页面ꎬ可推断其对该类产品有较高兴趣ꎬ
对购买行为进行分析ꎬ可了解用户的消费能力、购买

周期等ꎮ 利用聚类分析等数据挖掘技术ꎬ将具有相

似行为特征的用户归为一类ꎬ为不同类型的用户群

体制订个性化的营销策略ꎬ并结合时间维度分析用

户行为的变化趋势ꎬ及时调整营销策略ꎮ 引入机器

学习算法ꎬ对用户未来的行为进行预测ꎬ提前做好营

销准备ꎮ 企业构建基于行为数据的用户画像ꎬ能精

准定位目标客户ꎬ提高营销效果[３]ꎮ
２.２.２　 利用社交数据丰富用户画像

在大数据时代ꎬ社交数据是丰富用户画像的重

要资源ꎬ企业可监测社交媒体平台上用户的发言、评
论、点赞等行为ꎬ了解用户情感倾向、兴趣爱好和社

交关系ꎮ 分析用户关注的话题和参与的社交群组ꎬ
挖掘潜在的消费需求ꎻ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对用

户的文本内容进行情感分析ꎬ判断用户对企业产品

或服务的满意度ꎮ 与社交平台合作ꎬ获取用户的社

交关系网络ꎬ开展社交营销活动ꎬ利用用户的社交影

响力扩大品牌传播ꎬ根据用户的社交行为特征ꎬ将用

户分为不同的社交类型ꎬ如意见领袖型、活跃参与

型、潜水观察型等ꎬ针对不同类型的用户制订不同的

营销策略ꎮ 企业充分利用社交数据ꎬ能全面、深入地

了解用户ꎬ为精准营销提供有力支持ꎮ
２.３　 营销渠道优化ꎬ全渠道营销整合提升效果

２.３.１　 社交媒体营销策略调整

在大数据环境下ꎬ企业需对社交媒体营销策略

进行调整ꎬ深入分析不同社交媒体平台的用户特征

和行为模式ꎬ有针对性地制订内容策略ꎬ例如ꎬ对年

轻用户集中的平台ꎬ可采用更具创意和互动性的内

容形式ꎬ如短视频、直播等ꎮ 利用大数据分析工具ꎬ
监测社交媒体上的热门话题和趋势ꎬ及时推出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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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的营销活动ꎬ提高品牌曝光度ꎮ 加强与社交媒

体意见领袖的合作ꎬ借助其影响力扩大品牌传播范

围ꎮ 建立社交媒体用户反馈机制ꎬ利用社交媒体评

论、私信等渠道收集用户意见ꎬ及时回应用户的问题

和建议ꎬ定期评估社交媒体营销效果ꎬ根据数据分析

结果调整投放策略ꎬ如调整发布时间、内容类型等ꎬ
灵活调整营销策略ꎬ形成闭环优化机制ꎬ增强用户参

与感与品牌忠诚度ꎮ
２.３.２　 跨渠道一致性体验构建

为实现企业精准营销ꎬ构建跨渠道一致性体验

至关重要ꎬ确保品牌形象在不同渠道的一致性ꎬ包括

视觉设计、品牌口号、价值观等ꎬ产品信息和价格在

各个渠道保持统一ꎬ避免用户因信息不一致而产生

困惑ꎮ 优化用户在不同渠道的交互体验ꎬ例如ꎬ用户

在网站上浏览的商品可在移动应用中找到并继续购

物ꎬ确保从接触品牌、产生兴趣、决策购买到售后服

务的全过程中ꎬ信息传递与服务体验保持连贯ꎮ 建

立统一的客户服务体系ꎬ利用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
智能客服等技术ꎬ提供 ２４ 小时跨渠道客户服务ꎬ无
论用户在哪个渠道咨询问题ꎬ都能得到及时、专业的

回应ꎮ 利用大数据分析用户在不同渠道的行为轨

迹ꎬ整合各渠道的数据ꎬ并利用数据分析工具监测各

渠道转化率、用户留存率及 ＲＯＩꎬ不断优化渠道配置

与营销策略ꎬ确保资源高效利用ꎮ
２.４　 营销内容创新ꎬ个性化定制提升吸引力

２.４.１　 动态内容生成技术应用

在大数据环境下ꎬ企业可应用动态内容生成技

术提升营销吸引力ꎮ 利用大数据分析用户的兴趣爱

好、浏览历史等信息ꎬ实时生成个性化的营销内容ꎬ
根据用户的地理位置推荐附近的门店或活动ꎬ如个

性化推荐商品列表、定制化广告文案等ꎬ结合实时数

据ꎬ如天气、节日等ꎬ动态调整营销内容的主题和风

格ꎮ 企业可集成自然语言处理(ＮＬＰ)与机器学习算

法ꎬ根据用户历史浏览记录、购买行为及当前搜索关

键词ꎬ自动生成符合其兴趣的内容ꎬ同时利用实时数

据分析ꎬ捕捉市场热点与趋势ꎬ快速调整内容策略ꎬ
确保内容的新鲜度与吸引力ꎮ 动态内容生成技术还

能实现内容的自动优化与迭代ꎬ根据用户反馈与行

为变化ꎬ不断调整内容呈现形式与语言风格ꎬ提升用

户体验与转化率ꎬ将动态内容生成技术与营销自动

化工具结合ꎬ实现个性化内容的精准推送ꎮ
２.４.２　 故事化营销内容创作

在大数据环境下ꎬ故事化营销成为提升品牌吸

引力与情感连接的重要手段ꎬ企业需深入挖掘品牌

故事、用户故事及产品背后的价值主张ꎬ以生动的叙

事方式ꎬ将品牌理念与产品信息传递给目标受众ꎮ
利用大数据分析ꎬ识别用户群体的共同价值观与情

感需求ꎬ定制化创作故事化内容ꎬ如微电影、图文故

事、系列漫画等ꎬ以情感共鸣激发用户兴趣与购买欲

望ꎮ 借助社交媒体与 ＫＯＬ 合作ꎬ扩大故事传播范

围ꎬ利用用户口碑与社交影响力ꎬ提升品牌知名度与

美誉度ꎮ 在创作过程中ꎬ注重内容的真实性与创意

性ꎬ确保故事能够触动人心ꎬ留下深刻印象ꎮ

３　 结论

大数据环境下企业精准营销优势明显ꎬ应用数

据收集整合、用户画像分析、营销渠道优化、内容创

新及自动化技术ꎬ能有效提升营销效果ꎮ 未来ꎬ随着

大数据技术的不断发展ꎬ企业应持续探索创新策略ꎬ
深度挖掘数据价值ꎬ以智能、个性化的方式与客户互

动ꎬ实现精准营销的持续升级与突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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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开发企业销售业务中财务 ＢＰ 的应用

陈培培

(三亚市中冶名澜发展有限公司ꎬ海南　 三亚　 ５７２０２９)


摘　 要:文章从房地产销售业务中如何重塑财务 ＢＰ 的角度出发ꎬ探讨了财务 ＢＰ 在业务系统建设以及在解决实际问题时发

挥的作用ꎬ强调业务和财务紧密结合的具体措施ꎬ包括增加财务工作的预见性以及建立高效的沟通机制ꎬ从而实现业财融合的发

展目标ꎮ 此外ꎬ文章还通过列举实际应用中存在的问题ꎬ总结了一些取得成功的实践方法ꎬ进一步提出了财务 ＢＰ 在对应解决方

案的建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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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ꎬ各行业之间竞争压力

不断增加ꎬ房地产企业作为我国经济支柱ꎬ其行业竞

争尤为激烈ꎮ 当前ꎬ许多房地产开发企业为实现创

收增效ꎬ采取多样化的销售模式ꎬ面对销售业务规模

和复杂度的增加ꎬ给财务管理带来了一定困难[１]ꎮ

财务 ＢＰ 作为企业管理中不可或缺的角色ꎬ深入业

务ꎬ学习行业知识ꎬ引导业务了解财务工作ꎬ增强整

体协同ꎮ 因此ꎬ以信息化为桥梁搭建业财融合管理

体系ꎬ建立财务 ＢＰ 岗位显得尤为重要ꎮ 文章将系

统性地总结财务 ＢＰ 的作用以及其作用发挥机制ꎬ

并提出相应建议ꎬ为企业的长远发展提供一定借鉴ꎮ

１　 研究背景

１.１　 财务 ＢＰ 职能概述

财务 ＢＰ(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Ｐａｒｔｎｅｒ)是一种财务组织模

式创新形式ꎬ是财务转型的模式之一ꎬ也是一个新兴

财务岗位ꎬ要求相关人员具备财务知识和业务技能ꎬ

为企业财务决策提供保障[２]ꎮ 财务 ＢＰ 模式下的财

务组织ꎬ主动将财务管理的思维前置到业务活动中ꎬ

通过深入了解业务模式和追踪业务动态ꎬ积极促进

业务和财务的信息流动性ꎬ推动财务业务化和业务

理性化ꎮ

具体而言ꎬ财务 ＢＰ 具有强烈的预见性和协同

性ꎮ 传统财务管理模式下ꎬ财务信息获取滞后ꎬ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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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责是对已发生的销售业务进行核算和监督ꎬ导致

财务陷于被动追责境地ꎬ增加了经营风险ꎮ 财务 ＢＰ

能提前设置相关信息ꎬ减少工作负担和错误率ꎬ如在

合同录入时区分款项性质ꎬ提高后续工作的效率ꎻ同

时ꎬ将监督功能转变为全流程风险管理ꎬ将财务工作

融入事前业务活动中ꎬ提升合规经营水平ꎬ实现公司

的可持续发展ꎮ 另外ꎬ财务 ＢＰ 重视沟通与协同ꎬ打

破传统财务与销售之间的壁垒ꎮ 销售作为前端业

务ꎬ重视业绩指标ꎬ有时忽视合规性ꎻ而财务部门侧

重管理风险ꎬ二者常处对立面ꎮ

１.２　 房地产销售业务中财务 ＢＰ 的重要性

在房地产企业中ꎬ销售业务全流程环节大致为

“锁定客户—签订合同—支付房款—完成交付”ꎮ

传统财务管理在销售业务流程中参与度极低ꎬ仅在

收到房款时知悉业务的发生ꎬ由于对发生的业务不

熟悉ꎬ使得公司风险增加ꎬ财务工作滞后且重复ꎮ 但

财务 ＢＰ 与传统财务不同ꎬ需要财务人员全程参与

房地产销售业务流程中ꎬ运用财务思维预先判断流

程中的风险ꎬ通过双方的沟通交流ꎬ加强业财之间的

联动ꎬ增强风险管理意识ꎮ

房地产开发企业正在从传统制单模式逐步向信

息化财务系统转型ꎬ通过线上财务共享系统实现从

业务到财务的全流程管理ꎮ 在信息系统中ꎬ业务端

口将预先录入包括供应商信息、合同信息、银行信息

等数据ꎬ并在审批流程发起时提前评估判断款项性

质ꎬ运用财务思维预测流程中的潜在风险ꎮ 此外ꎬ房

地产开发企业中财务 ＢＰ 与各业务部门之间沟通协

作也是必不可少的ꎬ在沟通交流中可以了解业务需

求ꎬ熟悉财务专业术语ꎬ制订规范性文件ꎬ进而有效

规避财务风险ꎮ

２　 财务 ＢＰ 在系统搭建方面发挥预先作用

利用信息化系统处理财务数据是未来财务工

作的趋势ꎬ因此系统的搭建尤为重要ꎮ 系统搭建

初期ꎬ财务 ＢＰ 就要提前对后期所需的数据录入ꎬ

并预判其款项性质ꎬ关注款项收支风险ꎮ 例如ꎬ销

售系统作为信息化的开端ꎬ当在客户表达意向时

即在系统中录入ꎬ包括客户的信息、中意的房源

等ꎬ通过客户信息预先录入设置不同款项性质所

对应的税率及审批流程ꎬ利用系统录入信息关注

从合同签订到全额房款到账日期ꎬ避免有长期未

达账项发生坏账风险ꎮ

２.１　 财务 ＢＰ 预先设置数据录入

财务 ＢＰ 对未来所需获取的数据展现形式应具

有预见性ꎬ在系统开始录入时应当把控数据录入形

式ꎮ 同样数据的不同录入形式所展现的结果不同ꎬ

例如ꎬ房地产企业在销售系统中提前录入未来销售

形成收入时将面临的不同税率ꎬ当款项为诚意金时

其税率为 ０ꎬ款项为房款时其税率为 ９％ ꎬ款项为物

业等服务类时其税率为 ６％ ꎬ财务人员根据业务人

员维护的信息在做收款录入时选择相应税率使其自

动进行价税分离ꎬ提前价税分离使得在财务共享系

统生成凭证时自动按其款项性质、税率等信息生成

相应凭证ꎮ

对成本合同管理ꎬ在系统中也应将信息提前

录入ꎬ首先将供应商的纳税评级、资产状况等信息

入库进行供应商评级ꎬ选择评级为优秀的供应商

作为合同签订方ꎻ然后双方在合同签订后预先将

相关条款录入成本系统ꎬ包括合同支付条款、合同

金额税率、供应商银行账户信息等录入ꎻ财务根据

不同合同付款条款确认相应的审批流程ꎬ如果为

未先取发票后付款情况ꎬ设置发票上传为必填项ꎬ

在后期生成凭证时自动价税分离ꎬ如果未先付款

后取发票ꎬ那发票上传为非必填项ꎬ即在后期生成

凭证时计入预付账款ꎮ 信息的提前录入避免财务

后期重复性工作ꎬ同时系统自动的价税分离也在

一定程度上规避人工计算财务数据错误ꎬ利用系

统的自动生成能够减少人工错误和数据不一致的

风险ꎬ迅速获取不同阶段的数据ꎬ使其工作效率得

到提高ꎬ信息获取更加及时ꎮ

２.２　 财务 ＢＰ 预先区分款项性质

财务 ＢＰ 在销售系统搭建中要具有预见性ꎬ销

售系统中模块设计既要实现后期预想的表现形式ꎬ

又能适应公司自身的独特性ꎮ 例如ꎬ顾客支付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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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锁定房源ꎬ但顾客并未实际拥有该套房源ꎬ所以房

号并非模块中的必填项ꎬ此时诚意金后期面临退款

的可能性ꎬ交款人的姓名、身份证号是财务人员关注

的重点ꎻ当顾客完成草签合同、缴纳定金时ꎬ并不意

味着房屋正式属于顾客ꎬ此时房号应作为模块中的

重点ꎬ而交款人为非重点ꎬ财务人员只需要关注房号

的资金流入ꎬ及时整合资金信息ꎬ从支付定金到全款

收到的时间节点也应当在系统中显现ꎬ财务 ＢＰ 对

资金的流向实施监控ꎬ包括销售款项到账的时间ꎬ房

源信息的流转审批ꎬ以及销售款项凭证的生成ꎮ 不

同性质的款项流入意义不同ꎬ财务人员关注的信息

不同ꎬ财务 ＢＰ 要预先知道每笔款项的性质ꎬ以及未

来呈现的形式ꎮ 销售部门和财务部门通过统一平

台ꎬ使其业务信息与财务信息结合ꎬ集成相关财务数

据ꎬ及时获取准确的销售收款信息ꎬ提高工作效率和

决策准确性ꎮ

２.３　 财务 ＢＰ 预先关注收款风险

一方面ꎬ销售部门利用财务 ＢＰ 在系统中的预

见性ꎬ可以建立收款风险识别和客户信用评估机制ꎬ

及时发现销售收款过程中的潜在风险ꎬ建立客户信

用评估体系ꎮ 例如ꎬ未来可以对客户进行信用评级ꎬ

信用等级较高的客户采取销售折扣、增加销售回款

期限等奖励机制ꎬ信用等级较低的客户采取增加付

款比例、缩短销售回款期限等防范机制ꎬ从而降低坏

账风险ꎬ提高销售回款ꎮ

另一方面ꎬ财务部门利用预见性加强内部风

险防范措施ꎬ确保销售收款的合规性和准确性ꎬ控

制销售人员的权限和责任ꎬ通过系统对风险合规

行为监测ꎬ及时发现和纠正违规行为ꎬ提高企业的

可持续性发展ꎮ 例如ꎬ通过设立严格的审批流程

和内部控制串联机制ꎬ明确“谁申请、谁负责ꎬ谁批

准、谁监管”的原则ꎬ规范财务流程ꎬ以确保财务数

据的准确性和完整性ꎮ 这些财务 ＢＰ 的实践举措ꎬ

有助于提升企业的内部风险管理水平ꎬ加强销售

部门与财务部门之间的协调与合作ꎬ兼顾公司的

财务稳定和经济效益ꎬ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

了稳固的基础ꎮ

３　 财务 ＢＰ 在解决实际问题方面发挥协同

作用

基于上述工作职责转型的方向ꎬ财务 ＢＰ 在企

业中将扮演连接业务与财务两部门之间的桥梁角

色ꎬ不仅负责提供财务决策支持ꎬ更要主动参与商业

决策制订ꎬ因此ꎬ在解决实际问题时的沟通协作职能

至关重要ꎮ 主要包括:(１)深入了解业务运作和业

务目标ꎬ以便能够与业务部门有效沟通ꎬ共同制订符

合战略目标的财务策略和计划ꎻ(２)通过进一步分

析和解释财务数据ꎬ向业务部门提供关键的财务信

息和趋势预测ꎬ以帮助业务部门了解当前财务状况ꎬ

及早发现和解决问题ꎻ(３)财务 ＢＰ 在沟通职能中还

扮演着审计风险管理的角色ꎬ确保企业在财务运作

中符合法规要求ꎬ同时有效管理各种风险ꎬ把控公司

整体风险水平ꎮ

３.１　 沟通协作职能的主要内容与作用

高效的沟通协作ꎬ会使工作效率事半功倍ꎮ 财

务 ＢＰ 作为业财融合的沟通协作桥梁ꎬ在解决实际

问题时提高工作效率[３]ꎮ 所谓沟通协作ꎬ并不是简

单地向销售人员询问数据和信息ꎬ而是在沟通过程

中与业务人员交流财务知识、理解业务需求ꎬ在双方

的沟通交流的过程中逐渐打破业务与财务的信息壁

垒ꎬ运用专业的财务知识与业务部门紧密合作ꎬ提供

财务分析和决策支持ꎮ 财务 ＢＰ 要具备懂财务、知

业务的能力ꎬ确保财务和业务数据的准确性和一致

性以及信息系统的集成ꎮ 财务 ＢＰ 的出现是财务工

作从幕后走向幕前的转折点ꎬ财务人员不再局限于

事后工作ꎬ而是一开始就以财务角度向业务出发ꎬ在

业务流程中不断运用财务知识为各业务部门保驾

护航ꎮ

业务与财务之间的沟通协作在解决实际问题时

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ꎬ在房地产企业中ꎬ各部门之

间常常存在信息孤岛的问题ꎬ建立有效的沟通渠道ꎬ

促进各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ꎮ 定期跨部门会议使彼

此快速完成信息交流ꎬ能够步调一致发展业务ꎬ在沟

通交流中识别和评估潜在风险ꎬ双方通力协作制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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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的风险管理策略ꎬ从而规避风险ꎬ建立准确、客

观和高效的决策ꎬ协作进行深入的数据挖掘和解读ꎬ

为决策提供全面的数据支持ꎮ

３.２　 沟通协作职能在财务 ＢＰ 中的应用

３.２.１　 搭建信息系统打通全流程沟通渠道

财务 ＢＰ 在房地产开发企业业务流程中要重视

各环节沟通协作ꎬ建立有效的沟通渠道ꎬ确保业务需

求能够被准确识别和满足ꎬ了解业务面临的挑战ꎬ以

便提供相应的财务支持和解决方案ꎬ协助业务部门

实现其发展目标ꎬ促进业财融合的深度发展ꎮ 业务

部门因不了解财务而忽略财务风险ꎬ例如ꎬ在实际工

作中ꎬ业务人员在签订业务合同时很可能会对合同

金额未做价税分离ꎬ这使得在申报税费时往往以含

税金额填报ꎬ导致公司增加纳税负担风险ꎮ 而财务

ＢＰ 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杜绝了此现象ꎬ确保业务人

员在合同签订时ꎬ运用财务思维在合同中将价税分

离列明ꎬ从而规避纳税增加风险ꎮ

３.２.２　 向业务人员主动开展财务信息培训

作为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财务 ＢＰꎬ其角色不止局

限于数字和报表的监管ꎬ还扮演着连接业务与财务

之间桥梁的建设者的重要职责ꎮ 在实际工作中ꎬ财

务 ＢＰ 注意到业务部门的同事在面对财务系统时ꎬ

常被一些专业术语所困扰ꎬ由于业务部门不了解销

售系统中涉及的财务名词ꎬ从而不能正确判断选项ꎬ

通常以“其他”作为最终选项ꎮ 针对这一问题ꎬ财务

ＢＰ 定期举行有针对性的培训和知识分享活动ꎬ在培

训过程中使业务人员更加准确和更具针对性地把握

信息内容ꎬ未来可以开设名为“搭建财务知识桥梁”

的系列工作坊ꎬ致力于财务 ＢＰ 带领业务团队深入

分析开发项目ꎮ

３.２.３　 编制业财融合规范性文件

制订并实施面向业务部门的财务规范性文件ꎬ

提升业务部门对财务数据和指标的理解和运用能

力ꎮ 例如ꎬ在实际业务中ꎬ由于业务人员不了解财务

工作ꎬ在选择填报时往往违背财务在销售系统中对

所需信息选项设计的初衷ꎬ因此ꎬ财务 ＢＰ 为了减少

填写错误率ꎬ可以对业务内容属性进行梳理分类ꎬ将

分类后的业务属性与财务信息匹配ꎬ编写成规范性

文件ꎬ以便日后业务人员精准地填写财务信息ꎻ同

时ꎬ可以在系统中对一些晦涩难懂的名词进行通俗

易懂的注释ꎬ使业务人员更加准确和更具针对性地

对信息内容把握ꎬ与财务信息更加匹配ꎮ

４　 结论

在高速发展的信息时代ꎬ财务工作逐渐转向线

上管理ꎬ业财融合成为财务工作的新趋势ꎮ 财务 ＢＰ

的角色也从以往的单一性和机械性发展为具有深度

和广度的综合型角色ꎮ 成为一名合格财务 ＢＰꎬ不仅

需要理解业务需求ꎬ还需要具备预见性和优秀的沟

通能力ꎮ 一方面ꎬ预见性能够帮助财务 ＢＰ 及时获

取准确的销售收款信息ꎬ提前识别和规避销售过程

中的潜在风险ꎬ加强内部风险防范ꎬ确保业务的合规

性和准确性ꎮ 另一方面ꎬ沟通能力也是财务 ＢＰ 不

可或缺的重要技能ꎮ 优秀的沟通能力能够打破业务

和财务之间的信息壁垒ꎬ促进双方的有效交流与协

作ꎬ帮助业务人员准确理解财务信息ꎬ降低业务过程

与财务信息之间的偏差ꎬ为业务部门提供及时和可

靠的数据支持ꎮ

综上所述ꎬ财务 ＢＰ 应具备预见性和出色的沟

通能力ꎬ以应对日益复杂和变化的商业环境ꎬ实现业

务和财务的紧密融合ꎬ为企业的持续发展和成功作

出贡献ꎮ 通过预见性和沟通职能的双重作用ꎬ财务

ＢＰ 可以成为企业中重要的决策者和支持者ꎬ推动企

业实现长期增长和可持续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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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不同的企业规模和性质ꎬ建筑设计企业可能执行«小企业会计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ꎮ 对此类企业最为重要

的建筑设计业务而言ꎬ适用哪一具体准则、如何根据准则进行会计处理等关键问题ꎬ将直接影响财务信息的质量ꎮ 文章比较研究

了建筑设计业务在«小企业会计准则»和«企业会计准则»下的会计处理现状ꎬ并根据研究结果为准则的适用性以及具体执行中

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建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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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随着建筑设计业务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不断增

加ꎬ«小企业会计准则»和«企业会计准则»的选择变

得至关重要ꎮ 文章旨在比较和分析建筑设计企业在

两种准则下的会计处理方式ꎬ并探讨其对财务信息

质量的影响ꎬ通过对比不同准则下的收入确认和成

本结转方法ꎬ试图为建筑设计类企业提供理论支持

和实践指导ꎮ

１　 研究背景

１.１　 建筑设计业务概览

建筑设计业务ꎬ是指接受业主委托ꎬ有偿提供特

定设计服务以达到建筑物建造效果并交付图纸的业

务[１]ꎮ 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加速推进、重大区域规划

的持续落地和城乡基础设施建设的不断完善ꎬ建筑

设计行业发展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ꎮ
建筑设计行业ꎬ是现代服务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ꎬ也
是我国建筑行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角色ꎮ

按照行业惯例ꎬ建筑设计业务的完整过程一般

分为五个阶段ꎬ依次是业务承揽、方案设计、初步设

计、施工图设计和后期服务阶段ꎮ 无论项目处于何

种阶段ꎬ企业在确立设计业务委托关系后ꎬ均应当为

该项目安排项目组ꎬ每一项目组应涵盖建筑、结构、
设备(包括给水、排水、暖气、通风、空调等)以及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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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等专业成员ꎮ 由于业务承揽阶段无须确认收入ꎬ
且设计业务真正为客户提供的服务价值一般从方案

设计阶段开始ꎬ因此文章将按方案设计、初步设计、
施工图设计和后期服务四个阶段具体分析ꎮ

１.２　 建筑设计业务在«小企业会计准则»与
«企业会计准则»的适用现状和会计处理

实务中存在各式各样的建筑设计企业ꎬ小到个

人工作室ꎬ大到集团公司ꎬ规模迥异ꎮ 基于公司规

模、业务复杂程度以及企业类型的不同ꎬ在实践中有

一部分建筑设计企业适用«小企业会计准则»ꎬ而另

一部分企业执行«企业会计准则»ꎮ 总体来讲ꎬ执行

«小企业会计准则»的建筑设计企业ꎬ通常应按照完

工进度确认收入、结转成本ꎻ执行«企业会计准则»
的建筑设计企业ꎬ在满足时段法的前提下ꎬ应结合合

同履约进度确认收入、结转成本ꎮ
１.３　 研究目的

目前存在的建筑设计企业ꎬ主要分为执行«企
业会计准则»和«小企业会计准则»两类ꎬ两种准则

对企业收入和成本的规定不同ꎬ最终反映在财务报

表的数据也不同ꎮ 结合«小企业会计准则»和«企业

会计准则»ꎬ文章旨在分析建筑设计业务在两种准

则体系下收入确认和成本结转的不同方式ꎬ结合相

关会计处理产生的财务影响ꎬ为准则适用性、具体执

行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建议ꎮ

２　 建筑设计业务在«小企业会计准则»下的

分析
２.１　 准则适用性与核心问题分析

«小企业会计准则»的适用性分析是定性标准

与定量标准的结合ꎮ 从定量标准来说ꎬ一般按照

«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２０１７)»(国统字

〔２０１７〕２１３ 号)所规定的小型企业标准ꎮ 从定性标

准来说ꎬ有四类小企业需要排除在外:股票或债券在

市场上公开交易的小企业ꎻ金融机构或其他具有金

融性质的小企业ꎻ企业集团内的母子公司ꎻ已经执行

«企业会计准则»的小企业ꎮ
根据«小企业会计准则»ꎬ对一个年度内开始并

完成的劳务ꎬ收入确认时点为企业提供的劳务交易

已完成ꎬ并且收到款项或者取得收款的权利时ꎻ对跨

年度的劳务ꎬ则应当采用完工进度来确认劳务收入ꎮ
这一规定的设计目的ꎬ兼容企业所得税中有关劳务

收入的确认条件ꎬ尽可能消除小企业在会计和税法

上收入确认不一致的情形ꎮ
执行«小企业会计准则»的建筑设计企业ꎬ完工

进度的确认和计量是企业会计处理的关键所在ꎮ 实

际工作中ꎬ完工进度可以通过以下方法确定:第一种

方法是采用累计实际发生的合同成本占合同预计总

成本的比例ꎻ第二种方法是完工工作量占预计合同

总工作量的比例ꎻ第三种方法是用科学的测量方法

进行实际测定ꎮ
结合建筑设计企业的业务属性以及三种方法的

可操作性ꎬ由于第三种测量方法涉及较高的成本投

入和技术复杂性ꎬ会计实务中ꎬ财务人员通常采用第

一种或第二种方法来进行完工百分比的确定[２]ꎮ
２.２　 完工百分比法的实践应用分析

２.２.１　 采用累计实际发生的合同成本占预计

总成本的比例确定

若采用累计实际发生的合同成本占预计总成本

比例法ꎬ计算公式和具体会计处理如下:
完工进度＝累计实际发生的合同成本÷合同预

计总成本

收入确认金额＝合同总收入×完工进度－累计已

确认收入金额

发生成本时ꎬ借方记生产成本及应交税费(进
项税额)科目ꎬ贷方记应付职工薪酬或应付账款科

目ꎻ期末结转成本时ꎬ根据本期实际发生的成本ꎬ借
方记主营业务成本科目ꎬ贷方记生产成本科目ꎬ期末

生产成本无余额ꎮ
在建筑设计行业的会计处理中ꎬ完工百分比法

要求企业精确估计合同总成本ꎬ并与实际发生的成

本对比ꎮ 这对小企业是一次挑战ꎮ 设计业务主要成

本在于人工薪酬ꎬ为有效实施完工百分比法ꎬ企业需

建立精细的薪酬体系ꎬ将员工薪酬与项目收入直接

关联ꎮ 但现实中ꎬ薪酬计算很少与合同收入直接相

关ꎬ且支付时间常滞后于收入确认期ꎮ
例如ꎬ小型建筑设计企业 Ａ 承接了一个公共建

设项目ꎬ尽管设计工作基本完成ꎬ但因甲方资金结算

周期长且流程复杂ꎬ设计费迟迟未到账ꎮ 由于资金

压力ꎬＡ 企业按实际到款金额分配设计人员薪酬ꎮ
虽预计合同总成本为 １００ 万元ꎬ项目按进度交付图

纸ꎬ但因未收到设计费ꎬ设计人员工资结算周期与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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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收入不同步ꎬ导致企业无法准确按完工进度确认

收入ꎮ 此差异使小企业在实施完工百分比法时面临

重大操作难题ꎮ
２.２.２　 采用完工工作量占预计合同总工作量

的比例确定

若采用完工工作量占预计合同总工作量比例

法ꎬ计算公式和具体会计处理如下:
完工进度＝已完工的工作量÷预计总工作量

收入确认金额＝合同总收入×合同完工进度－累
计已确认收入金额

成本结转金额＝合同预计总成本×完工进度－累
计已结转成本金额

发生成本时ꎬ借方记生产成本及应交税费(进
项税额)科目ꎬ贷方记应付职工薪酬或应付账款等

科目ꎻ期末结转成本时ꎬ根据计算所得的当期成本ꎬ
借方记主营业务成本科目ꎬ贷方记生产成本科目ꎬ期
末余额体现在存货项目ꎮ

根据合同支付方式开具发票时ꎬ此时不确认收

入ꎬ借方记应收账款科目ꎬ贷方记应交税费(销项税

额)科目ꎻ期末ꎬ根据完工进度计算所得的本金收入

金额确认收入ꎬ借方记应收账款科目ꎬ贷方记主营业

务收入科目ꎮ
小型建筑设计企业由于规模小、组织架构简单、

资源匮乏ꎬ在工作量法模式下ꎬ建立合适的工作量测

算体系至关重要ꎮ 有观点认为ꎬ可参照建设工程设

计合同的收费简化工作量法的应用ꎮ 为确保合同签

订与会计确认一致ꎬ业务部门和财务部门需紧密合

作ꎮ 财务在签合同时指导业务ꎬ关注设计费支付条

款ꎬ使每个结算时点与业务工作量挂钩ꎮ 同时财务

了解设计服务各阶段ꎬ跟踪项目动态ꎮ
例如ꎬＡ 公司原先的设计合同模板中ꎬ支付条款

与工作量脱节ꎬ影响了财务对项目阶段的判断ꎬ增加

了准确计量难度ꎮ 通过业财融合ꎬ财务指导业务、业
务影响财务ꎬ提高了财务信息的准确性和可靠性ꎬ使
工作量法在小企业中更具可操作性ꎮ

３　 建筑设计业务在«企业会计准则»下的

分析
３.１　 准则适用性与核心问题分析

不符合«小企业会计准则»条件ꎬ或者放弃执行

«小企业会计准则»的建筑设计企业ꎬ通常执行«企

业会计准则»ꎮ
在«企业会计准则»下ꎬ判断建筑设计业务是否

为单项履约义务ꎬ首先需考虑设计服务能否明确区

分ꎮ 如果合同规定最终向客户转移设计成果ꎬ则该

设计业务可能为单项履约义务ꎮ 此外ꎬ若各阶段设

计成果性质相同且转让模式一致ꎬ也表明应视为单

项履约义务ꎮ 判断履约义务是某一时段内还是某一

时点进行ꎬ核心在于客户对设计服务的使用权和经

济利益ꎮ 若客户在设计过程中有限时权利并能控制

设计成果的使用ꎬ则满足时段内履约义务条件ꎬ应按

履约进度确认收入ꎮ
履约进度的确认ꎬ可以采用产出法或投入法ꎮ

对于建筑设计企业而言ꎬ设计人员工作时间的灵活

性给人工工时计量造成了困扰ꎬ以及滞后的人员产

值分配带来人工成本不匹配、不准确的问题ꎬ采用投

入法可能存在现实上的困难ꎮ 实务中ꎬ建筑设计行

业往往采用产出法ꎬ如阶段固定比例法和阶段合同

比例法ꎮ
３.２　 确定履约进度的实践应用分析

３.２.１　 采用阶段合同比例法确定履约进度

在阶段合同比例法下ꎬ企业按照合同的设计费

结算进度确认收入ꎮ 结合«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

条例»(２０１５ 年修订本)的规定ꎬ建筑设计业务提供

的服务价值ꎬ体现在各个阶段的设计成果ꎬ各阶段的

设计成果则代表了设计合同中规定的履约义务ꎬ所
以ꎬ当经过客户认可并通过第三方验收的设计成果

交付给客户时ꎬ实现了设计服务价值以及控制权的

转移ꎮ 当设计合同中约定的设计费结算和成果交付

时点是以方案设计、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以及后期

服务为节点时ꎬ那么表明各收费节点已完成了该设

计阶段的劳务ꎬ可以确认对应收入ꎮ 计算公式和具

体会计处理如下:
履约进度＝设计费结算累计比例

收入确认金额＝合同总收入×履约进度－累计已

确认收入金额

成本结转金额＝合同履约成本

发生成本时ꎬ借方记合同履约成本科目ꎬ贷方记

应付账款、应付职工薪酬以及银行存款等科目ꎬ期
末ꎬ结转成本ꎬ借方记主营业务成本科目ꎬ贷方记合

同履约成本科目ꎬ期末无余额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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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该段时间内计算的履约进度确认收入(预
收款不确认收入)ꎬ借方记应收账款科目ꎬ贷方记主

营业务收入及应交税费(销项税额)ꎮ
阶段合同比例法通常能准确反映财务信息ꎬ基

于设计合同结算比例确认收入ꎬ既贴合履约义务ꎬ又
展现了业务流程ꎮ 但此方法要求企业在合同签订时

主导结算比例ꎬ并与设计阶段匹配ꎮ 如果客户不接

受或自定义结算比例ꎬ阶段合同比例法将无法体现

履约进度ꎮ 例如ꎬ甲方是主导地位的政府部门或事

业单位ꎬ并使用其拟定的固定合同模板ꎬ按合同比例

法进行财务核算会导致履约进度与实际业务进度不

符ꎬ使财务报告失真ꎮ
３.２.２　 采用阶段固定比例法确定履约进度

阶段固定比例法ꎬ业内又称作里程碑法ꎮ 在该

方法下ꎬ设计收入的确认将与合同结算比例脱钩ꎮ
阶段固定比例法同样以设计业务的四个阶段为出发

点ꎬ同时结合«工程勘察设计收费标准» (２００２ 年)
以及«建筑设计服务计费指导» (２０１５ 年版)的规

定ꎬ把四个阶段的履约进度用固定比例来体现ꎬ即方

案设计阶段 ３０％ ꎬ初步设计阶段 ２０％ ꎬ施工图设计

阶段 ４０％ ꎬ后期服务阶段 １０％ ꎮ 计算公式和具体会

计处理如下:
履约进度 ＝ 各个阶段的固定比例(３０％ / ２０％ /

４０％ / １０％ )
收入确认金额＝固定比例×合同总收入

成本结转金额＝合同履约成本

发生成本时ꎬ借方记合同履约成本科目ꎬ贷方记

应付账款、应付职工薪酬以及银行存款等科目ꎬ期
末ꎬ结转成本ꎬ借方记主营业务成本科目ꎬ贷方记合

同履约成本科目ꎬ期末无余额ꎮ
确认收入时ꎬ借方记合同结算科目ꎬ贷方记主营

业务收入ꎮ 开具发票时ꎬ借方记应收账款科目ꎬ贷方

记合同结算及应交税费(销项税额)ꎮ

相比阶段合同比例法ꎬ阶段固定比例法解决了

合同约定付款比例与实际业务阶段的不匹配问题ꎬ
并减少了合同签订环节的干扰ꎮ 阶段固定比例法更

能反映已完成的设计工作量ꎬ与合同履约进度相匹

配ꎬ从而保障财务信息质量ꎮ

４　 结论

综上所述ꎬ考虑到建筑设计企业的规模和业务

特点ꎬ结合企业成本效益原则以及各个方法的可操

作性ꎬ建筑设计企业应当根据自身能力和具体实际

情况ꎬ选择最能真实反映企业财务信息的会计处理

方案ꎮ 对执行«小企业会计准则»的执行企业而言ꎬ
可以以工作量法为基准ꎬ在合同签订环节规范收费

进度ꎬ结合工作量的匹配ꎬ推进业财融合ꎬ实现完工

百分比的完工进度与实际工作量相匹配ꎬ以保证会

计信息质量的准确性ꎮ 对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

企业ꎬ可以考虑采用阶段固定比例法确定履约进度ꎬ
该方法的优点在于可以参照勘察设计相关法规、行
业规则等ꎬ在客户多为政府单位、房产公司的企业中

具有广泛的适用性ꎬ并且该方法具有更好的稳定性、
可比性、易操作性等优点ꎮ 无论采取何种方法ꎬ企业

应当致力于完善企业内部的相关制度和内控建设ꎬ
同时规范设计合同的条款和收费结算进度ꎬ继续强

化多部门协同效应ꎬ持续推进业财融合ꎬ为企业提供

更高的工作效率和准确性更强的财务数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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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财融合背景下企业财务数字化转型探究

冯　 烨

(西安石油大学ꎬ陕西　 西安　 ７１００６５)


摘　 要:在当今竞争激烈的市场中ꎬ企业间的竞争已经不再仅限于硬实力的角逐ꎬ而更加注重软实力的打造ꎮ 随着信息科技

的飞速发展ꎬ公司的财务数字化转型已变成了提升工作效率、减少开支、增加市场份额的不二之选[１] ꎮ 在公司的财务数字化转型

的道路上ꎬ业财融合至关重要ꎮ 文章将就业财融合与财务数字化转型的概述、业财融合对数字化转型的意义以及可能面临的困

境等方面展开探究ꎬ并提出相应的路径建议ꎮ

关键词:企业ꎻ数字化转型ꎻ业财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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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随着大数据和信息化技术的持续进步与普及ꎬ

各行各业正在加速进行数字化转型ꎮ 在这一背景

下ꎬ企业在推进信息化和数字化过程中会产出大量

的数据资源ꎬ对企业的长远发展具有巨大的潜力和

价值ꎮ 传统情况下ꎬ业务运作与财务管理常常处于

分离和隔离的状态ꎬ企业内部容易形成 “信息孤

岛”ꎮ 因此ꎬ财务部门需要打破业务与财务之间的

隔阂ꎬ实现业务与财务的深度融合ꎮ 业财融合观念

已经在行业内获得了普遍的接受ꎬ标志着传统的会

计方法由财务核算过渡至决策分析ꎬ采用科学的方

式收集、整合并解读公司的经济和商业信息ꎬ公司能

够获取丰富的信息资源ꎬ同时也能够作为管理层做

出决策的重要参考ꎬ有力地促进公司的数字化发展ꎮ

不断改进信息化管理系统及其质量ꎬ借助现代科学

来促进公司的不断壮大以及提升竞争实力ꎮ 文章将

探讨在业财融合下企业财务数字化转型的相关问题

和策略ꎬ旨在促进财务活动的高效执行ꎬ进一步提高

企业的运营效率[２]ꎮ

１　 相关理论概念概述

１.１　 财务数字化转型

数字化财务转型利用各种信息科技手段ꎬ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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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自动、规范和信息化的公司财务运营过程ꎬ从而

使得财务信息可以迅速、精确且安全地进行收集、储

藏、处理、解读与传递ꎬ目标是提高财务决策的准确

度、科学性与实时性ꎬ进一步优化公司的经营成果与

市场影响力ꎮ 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步骤涵盖电脑化的

账目核算、票据操作、发票处置、网络支付系统以及

云端的财务系统的使用ꎮ 财务数字化转型分为三个

主要阶段:第一阶段为财务的规范化、精简化和信息

化ꎮ 在此阶段ꎬ主要利用信息科技来革新传统的人

工操作方法ꎬ将财务业务流程进行整合和融合ꎬ执行

内部管理的数字化ꎬ从而提升公司和财务处理的效

能ꎮ 第二阶段是实现财务智能化ꎬ将不断改进每一

个阶段的操作ꎬ以此增强财务管理能力ꎮ 第三阶段

为财务的完全数字化ꎬ核心任务是借助 ＥＲＰ、ＢＩ、金

融软件、移动应用以及云计算等先进科技ꎬ来完成对

数据的采集、处理、解读以及构建模型ꎬ这将为未来

的财务管理提供有力的支持ꎬ确保整个财务管理流

程的自动化、规范化以及信息化ꎮ 在财务数字化转

型的过程中ꎬ需要根据公司的实际情况和发展需求ꎬ

结合公司的特性和业务流程来制订个性化的转型方

案ꎬ以防止因盲目使用新技术而导致资源的浪费ꎮ

１.２　 业财融合

业财融合ꎬ已成为现代企业管理的核心ꎮ 在一

般情况下ꎬ业务和财务两个部门是各自运营的:业务

部分致力于产品和服务的研究以及推广ꎬ财务部分

主要负责资金的运营、募集和利用ꎮ 然而在激烈的

商业竞争以及持续发展的经济状况下ꎬ业务与财务

的融合逐渐显现出其重要性ꎬ并且已转变为驱动公

司进步的主导方向之一ꎮ 业务部门必须与财务部门

保持紧密的联系ꎬ设计并实施企业的策略和目标ꎬ财

务部门需要提供详细且精确的信息以及分析结果ꎬ

以便为业务部门的决定和操作提供帮助ꎮ 在保持市

场竞争优势的同时ꎬ业务部门也应重视资源的合理

分配和成本管理ꎬ传达给财务部门以提升公司的盈

利实力ꎮ 业财融合通过对资源的整合和综合运用ꎬ提

升公司的竞争优势与收益ꎬ以达到长期稳定的发展ꎮ

２　 业财融合对财务数字化转型的意义

２.１　 全面融合信息ꎬ提高管理效率

一般来说ꎬ公司日常运营中包含各种系统以及

数据来源ꎬ但它们之间的交流和合作并未达到预期

的效果ꎬ经常会造成各个部门的信息阻塞ꎬ导致工作

效能减弱、费用提升以及产品品质降低ꎮ 通过业财

融合能够实现信息的全面整合和共享ꎬ这对财务数

字化转型至关重要ꎮ 此外ꎬ业财融合也增强了管理

决策的准确度与即时性ꎮ 在业务和财务信息完全整

合并共享的情况下ꎬ公司的管理层将会深入、精确地

了解财务状况和市场趋势ꎬ进而作出精准且迅速的

决定ꎮ 另外ꎬ业务与财务的融合还提升了公司的风

险控制水平ꎬ透过且即时的信息跟踪和解读ꎬ公司将

察觉并处理可能的商业或金融危机ꎮ 所以ꎬ公司需

要主动促进业务与财务的整合ꎬ快速完成财务数字

化的变革ꎬ从而增强公司的运营管理能力与市场竞

争优势ꎮ

２.２　 降低经营成本ꎬ改善资源配置

业财融合通过整合企业的业务和财务信息ꎬ可

以有效降低成本ꎬ改善资源配置ꎮ 首先ꎬ降低人力开

销ꎮ 在常规的运营方式中ꎬ公司需要大量的人力去

收集和整理信息ꎬ不仅增加了额外的人力开销ꎬ也可

能导致人工错误ꎮ 在业财融合下进行财务数字化转

型ꎬ公司能够自动进行数据的收集与整合ꎬ例如ꎬ将

账单支付、报销审核这种复杂且重复的工作自动化ꎬ

极大地增强了操作的效能与精度ꎬ降低了开支与风

险ꎮ 此外ꎬ业财融合还能帮助公司合理地分配资源ꎬ

防止人力和技术资源的浪费ꎬ能够提供精准的信息ꎮ

一方面ꎬ增强了金融信息的精确度与即时性ꎬ同样也

利用数字技术来自动收集并及时传递给财务系统ꎬ

这让财务人员有能力依赖精确的信息来做出财务评

估与决定ꎬ从而规避以往依赖人力操作的失误与迟

缓ꎮ 另一方面ꎬ提高了财务操作的效率与审核的时

间ꎬ公司能够达到财务操作的自动化ꎬ如自动进行报

销、审查、计算等[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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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实现管理创新ꎬ促进财务转型

业财融合不仅推动了信息的分享ꎬ也带来了诸

如即时观察、独立决定以及管理的改善等各种管理

的革新ꎮ 首先ꎬ信息的分享成功地突破了旧有的信

息隔离模式ꎬ借助数字化的方式推动各个部门之间

的信息交换以及合作ꎬ从而大幅度增强了组织的运

行效能以及管理的质量ꎮ 利用科技设备和数字化系

统对公司的运作流程进行连续的跟踪ꎬ以便在第一

时间识别并处理问题ꎬ这极大增强了管理的效益以

及决策的能力ꎮ 另外ꎬ业财融合推动了信息和资金

的高效流通ꎬ实现了信息的自动化传递和实时资金

管理ꎬ极大地提高了公司的反应速度和市场适应能

力ꎮ 例如ꎬ公司的 ＩＴ 和硬件实力得到明显提升ꎬ并

且建立包含业务和财务数据的共享整合的管理系

统ꎮ 借助这个系统ꎬ公司可以对数据进行全方位的

分析ꎬ精确地获得重要信息ꎬ从而设计出更具科学性

的方案ꎮ

３　 业财融合下财务数字化转型面临的困境

在企业的财务数字化转型中ꎬ构建信息共享平

台速度慢是一个常见问题ꎬ主要原因包括数据来源

的复杂性、部门间数据格式和内容的不一致性ꎬ以及

技术标准的差异ꎮ 这些因素导致数据难以集成ꎬ阻

碍了信息系统的有效运作和进一步的信息化应用ꎮ

一方面ꎬ企业内部各部门和系统生成的数据格式和

内容各异ꎬ使得数据整合技术富有挑战性ꎮ 这种数

据分散性不仅增加了数据处理的复杂性ꎬ还可能导

致信息孤岛ꎬ阻碍数据的有效流通和应用ꎮ 另一方

面ꎬ不同系统和平台可能采用不同的技术标准ꎬ这限

制了系统间的互联互通ꎮ 如果企业缺乏统一的技术

框架ꎬ将难以实现不同系统之间的有效对接和数据

共享ꎬ以至于信息平台的构建进程缓慢ꎮ

４　 业财融合下的财务数字化转型路径

４.１　 完善业财融合管理机制

随着企业财务数字化进程ꎬ公司逐渐认识到利

用信息科技优化业务和财务的整体融合运营模式的

必要性ꎮ 第一ꎬ创立信息化的交流合作体系ꎬ定期召

开双方的会议ꎬ以便及时沟通业务需求和财务援助ꎮ

第二ꎬ加强财务与业务的整合ꎬ构建一致的业务数据

和财务数据模型ꎮ 财务部门与业务部门进行深度协

作ꎬ理解业务的特性ꎬ精细并提升财务分析指标[４]ꎮ

第三ꎬ建立绩效评估和激励机制ꎬ公正科学的绩效评

估体系能够鼓励业务和财务团队积极协作ꎬ达到健

康的互动效果ꎻ设立奖励制度ꎬ提高员工的积极性和

创新能力ꎬ推动业务与财务的实际效益ꎮ 第四ꎬ加强

工作人员的培训和学习ꎬ增强员工教育是优化业财

融合的核心ꎮ 采取了这些战略ꎬ公司能够高效推动

财务和业务的紧密结合ꎬ增强全面的经营效益和竞

争优势ꎬ保证业务和财务目标的一致性ꎮ

４.２　 建立业财融合信息化系统

企业需要从多个角度出发ꎬ以确保系统不仅能

够集成和管理业务与财务数据ꎬ而且还能提高数据

的质量和安全性ꎮ 第一ꎬ明确业务与财务数据的关

联性ꎬ了解商业活动ꎬ例如ꎬ销售收入、购买总量以及

仓储情况等ꎬ以及其与财务数据ꎬ如财务报告、盈余

以及亏损之间的紧密联系ꎮ 开发信息系统时ꎬ设计

能够支持这些数据交互的机制ꎬ确保业务操作的每

一个环节都能反映在财务记录中ꎬ从而实现数据的

真实性和及时性ꎮ 第二ꎬ构建财务与业务一体化平

台ꎬ引入自动化技术ꎬ如自动数据捕捉、实时报告等

功能ꎬ自动化措施可以减少人工操作ꎬ降低错误率ꎬ

提高数据处理的效率ꎮ 确保平台具有高级的安全性

和权限管理功能ꎬ有效预防数据泄露和未授权访问ꎬ

保护企业信息资产安全[５]ꎮ 第三ꎬ充分利用数据分

析和挖掘技术ꎬ通过运用先进的数据解读及研究方

法ꎬ对商业及金融的数据进行详尽的剖析ꎬ辨认出其

中的数字模型ꎬ进一步寻找并应用这些资料来辅助

烦琐的决策流程ꎮ 通过数据分析ꎬ公司能够了解市

场动向、客户需求的变化以及供应链中的潜在风险ꎬ

从而使得财务策略和商业决策更具科学性和前瞻

性ꎮ 第四ꎬ强化信息安全和数据保护ꎬ在建立和维护

信息化系统的过程中ꎬ采取高标准的安全措施ꎬ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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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ꎬ使用最新的加密技术、实施复杂的访问权限管理

系统和进行定期的安全审查和数据备份ꎬ定期更新

安全政策和措施ꎬ以防止新出现的安全威胁影响到

企业数据的完整性和安全性ꎮ

４.３　 注重信息安全风险防范

有效的财务风险管理机制对防范和应对潜在的

风险、强化企业的财务安全至关重要ꎮ 第一ꎬ构建共

享信息平台ꎮ 通过实现共享信息平台与业务端的信

息传输ꎬ企业可以提高信息传输的效率和安全性ꎬ确

保所有相关部门都能够访问和利用最新的业务和财

务数据ꎮ 第二ꎬ利用影像系统简化记录工作ꎮ 通过

将电子档案传输到公开区域并利用影像系统进行核

算工作ꎬ简化数据处理流程ꎬ提高工作效率ꎮ 第三ꎬ

全面监控财务风险ꎮ 设立横向和纵向的监控点ꎬ不

仅覆盖各个可能出现财务风险的业务节点ꎬ还在整

个事务流程中实现风险监控ꎮ 第四ꎬ强化规范和标

准ꎮ 制订严格的财务风险控制标准和职责ꎬ建立财

务风险预警体系ꎬ并使所有部门都参与其中ꎮ 这有

助于形成统一的风险管理框架ꎬ确保每个部门都能

按照既定的规范操作ꎮ 第五ꎬ实施动态化财务风险

管理ꎮ 随着宏观环境和内部因素的变化ꎬ新的财务

风险可能不断出现ꎮ 定期评估和调整风险控制策

略ꎬ确保其适应当前的业务环境和市场条件[６]ꎮ

５　 结论

在数字经济时代ꎬ财务转型不仅涉及提升企业

的核心竞争力ꎬ也关系到企业能否有效应对市场变

化和提升决策质量ꎮ 这意味着企业在业财融合下推

进财务数字化转型是有必要的ꎮ 高效的财务信息系

统可以实时提供准确的数据ꎬ支持快速决策ꎬ并实现

高度的数据集成和自动化处理ꎮ 业财融合下构建财

务数字化系统ꎬ整合来自不同业务单位的数据ꎬ提供

统一的数据视图和分析工具ꎬ支持企业在制订战略

和运营决策时的数据需求ꎬ进行逐步实施和调整ꎮ

财务数字化转型不是一蹴而就的ꎬ而是一个持续的

过程ꎬ企业应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逐步推进ꎬ同时

根据转型过程中的反馈不断调整策略和计划ꎮ 这包

括对现有流程的重新评估、技术的逐步引入及人员

的培训与发展ꎮ 此外ꎬ企业还应该关注信息安全和

风险管理ꎬ在推动财务数字化的同时ꎬ企业必须加强

对信息安全的投入ꎬ确保数据的安全和隐私得到保

护ꎮ 同时ꎬ应建立有效的风险管理机制ꎬ以预防和应

对可能的财务风险ꎮ 这样一来ꎬ企业不仅能实现财

务管理的现代化ꎬ还能提高整体的业务效率和市场

适应性ꎬ从而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中获得优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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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ꎬ为了扩大经营范围ꎬ增

强自己的实力ꎬ企业开始频繁地进行并购和重组ꎮ

企业通过兼并、收购和重组ꎬ可以实现社会资源的有

效整合和资源的高效利用ꎬ但同时也存在较高的财

务风险ꎮ 能否有效应对并购产生的财务风险是影响

企业并购成功的重要因素ꎮ 而财务风险则要与企业

的具体情况联系ꎬ以理性和科学的方法对其进行有

效监控和预防ꎬ为促进企业并购活动的顺利进行营

造出一个有利的环境ꎮ

１　 企业并购财务风险概述

１.１　 企业并购财务风险定义

企业在进行并购活动时ꎬ面临的财务困境主要

源于各类不可预知的经济环境ꎬ导致企业的经济效

益下滑或整体经济状况恶化ꎮ 这种风险广泛涉及在

并购过程中的资金获取、交易结构设计、运营控制等

多个环节ꎬ包括但不限于债务负担、税务挑战以及并

购后的财务整合ꎮ 错误的融资策略和不健全的支付

—１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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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构常常会诱发一系列的财务风险ꎮ 例如ꎬ收购后

的财务一体化管理制度不够完善、财务报表不透明、

资产质量低下ꎮ 这些财务风险若得不到有效的控制

与管理ꎬ很可能给企业带来惨重的经济损失ꎬ甚至影

响企业可持续生存和发展ꎮ 为了保证企业并购重组

的顺利进行ꎬ减少企业可能面临的财务风险ꎬ对企业

的财务风险进行有效管理与控制显得尤为重要ꎮ

１.２　 企业并购财务风险防范意义

企业进行并购与融资整合的根本目标是增强自

身的核心竞争力ꎮ 但是ꎬ企业并购融资一体化活动

的过程十分烦琐ꎬ涉及内容广泛ꎬ会导致企业并购后

各种风险会慢慢出现ꎮ 公司的财务风险不仅会对并

购重组活动产生一定的影响ꎬ同时也会引发一系列

的财务危机ꎬ从而危及公司的正常运作[１]ꎮ 所以ꎬ

企业在兼并和收购时ꎬ应加强 ＩＴ 系统管理ꎬ有效防

范财务风险ꎬ通过各种数据资料显示对企业财务风

险的原因进行剖析ꎬ进而对其进行预防ꎬ从而保证企

业的并购重组活动能够正常进行ꎻ最大限度地减少

财务风险对企业的负面影响ꎬ有效促进企业的健康

发展ꎬ加快企业的变革和扩展性升级ꎮ 企业并购涉

及企业的初期扩张ꎬ以实现企业资源的实质性优化ꎬ

有效防范财务风险ꎬ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ꎬ确保企

业在并购过程中规避相关财务风险ꎬ保证企业可持

续发展ꎮ

２　 企业并购财务风险原因

２.１　 并购企业支付不当

支付方式多种多样ꎬ比如现金支付、股票支付、

杠杆支付和混合型支付方式ꎬ企业应根据当前具体

情况选择合适的支付方式ꎮ 在并购重组过程中ꎬ不

恰当的支付方式不但会增加企业并购的支付风险ꎬ

还可能造成并购重组不成功ꎮ 不恰当的支付方法、

不适当的资本结构、不合理的债务期限等问题的存

在ꎬ即使成功进行并购的企业ꎬ也不利于其在市场上

的长期可持续发展ꎬ增加企业未来经营遇到困难的

可能性[２]ꎮ 在企业并购过程中ꎬ使用不同的支付方

式时ꎬ必须与当前的市场环境相互联系ꎬ并根据自身

的财务可能性和节税情况进行分析ꎬ综合考量支付

成本等各个方面ꎬ最后做出合理的支付决策[３]ꎮ 所

以如果企业在支付时未能考虑自己的实际情况和综

合实力ꎬ那么就会引发支付失败ꎬ或者给企业带来巨

大的融资限制ꎬ产生巨大的财务风险ꎬ还会对企业的

正常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ꎮ 在比较成熟的企业资金

流动市场ꎬ支付方式通常包括现金支付、股权支付和

混合支付三种支付方式ꎮ 通常来说ꎬ大部分企业在

付款时使用更多的现金ꎬ使得企业本身的流动资金

短缺ꎬ给企业的正常运营和可持续发展带来负面影

响ꎬ现金支付可能会给企业的资金流动带来问题ꎬ特

别是当银行没有足够的现金储备或现金流不受管理

时ꎬ因此ꎬ在对中小型企业进行收购时ꎬ极易出现现

金流量不足的财务风险ꎮ

２.１　 财务管理机制不够健全

在企业并购与融资一体化过程中ꎬ各种财务管

理制度必须进行调整和完善ꎬ使其财务管理系统更

加健全ꎮ 被收购公司过去采用的商业策略和工作过

程仍然作保留ꎬ即使是从形式上进行了合并ꎬ也仅限

于表面的合并ꎬ缺乏足够的力量ꎬ很难确保财务机制

能够跟上企业新的发展情况[４]ꎮ 此外ꎬ在企业兼

并、收购和重组过程中ꎬ需要关注企业各方面前景ꎬ

将其进行全面、有针对性地分析ꎬ并纳入财务预算工

作ꎻ这可以激发企业全体员工对资金的管理与管控

工作的热情ꎬ最终确定财务工作的目标ꎬ以保证财务

能够安全、稳定、高效运行ꎬ但如果企业对预算工作

没有足够的重视ꎬ不能对财务部发展提供适当的指

导ꎬ从而造成现有的部门很难与新形势匹配ꎬ后续工

作开展十分艰难ꎮ

在当今的经济环境中ꎬ中国的企业群体ꎬ尤其是

小型和中型企业ꎬ普遍面临资金融资的挑战ꎮ 中小

企业在进行并购重组时ꎬ往往面临以下三个主要因

素:第一ꎬ资源局限性凸显ꎮ 中小型企业的经营规模

有限ꎬ管理效率相对偏低ꎬ且产品开发成本高ꎬ利润

率下降使他们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支持兼并和收购ꎮ

所以ꎬ当企业想要利用自有资金进行并购时ꎬ往往会

面临公司内部资金不足等问题ꎮ 第二ꎬ中小型企业

融资困难ꎮ 中小型企业融资难的主要原因包括: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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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府和市场环境ꎬ银行贷款主要对内部资金不足

的企业开展支持ꎬ但我国银行对中小型企业的贷款

业务要求十分严格ꎬ因为银行会全面对借款人实施

评估测算ꎬ选择规模较大、前景较好、利润较高的企

业作为融资对象ꎮ 第三ꎬ资金构架风险ꎮ 在企业兼

并和收购的时候ꎬ资金链的合理性非常重要ꎬ为了保

证企业的资金结构的安全性与稳定性ꎬ企业必须在

债务与资产的经营上寻求一种平衡ꎬ然而要在这两

者中取得平衡是十分困难的ꎮ 总之ꎬ并购公司的财

务风险源于多种外在的融资途径ꎬ不论采取何种形

式ꎬ都会产生一定的财务风险ꎮ

３　 企业并购财务风险防范策略

３.１　 恰当的支付方式能够为企业创造最大价值

首先ꎬ企业应当按照两个公司的并购需求ꎬ将各

种支付模式按各种比例组合起来ꎬ这样才能使企业

获得最佳的支付方式ꎮ 在并购重组过程中ꎬ要结合

自己的具体情况及目标企业的特点ꎬ充分发挥股权

交割、现金交割的优势ꎬ把各种支付方式结合起来ꎮ

其次ꎬ延期支付也不失为一种办法ꎬ即由两家企业进

行协商ꎬ在支付前ꎬ要让公司获得真正的盈利ꎬ以保

证合并和收购公司有足够的现金流ꎮ 最后ꎬ企业还

可以采用债务转让的方法ꎬ通过对标的公司的部分

债权进行协商ꎬ当企业有较稳定的资金流量时ꎬ支付

部分资金ꎮ 这样对企业的运营没有影响ꎬ企业选择

支付的方式可以采取现金流量支付ꎮ 相反ꎬ当企业

没有足够、稳定的资金流量时ꎬ通过证券交易所等方

式实现公司内部资源的优化配置ꎮ

在进行企业兼并和重组的过程中ꎬ管理层要积

极地从其他企业汲取好的经验ꎬ同时加强与外部专

业人士的沟通ꎬ根据自己特有的情况ꎬ仔细地制订出

一套多样化的融资战略ꎮ 选择高效且易于实施的融

资方案ꎬ企业在进行支付时应考虑一次性支付的效

率ꎬ并保留分期支付的灵活性ꎬ减少突发支付的压

力ꎬ推广采用混合型支付模式ꎬ将单个模式的财务风

险分散开来ꎮ 同时ꎬ通过正确执行转移政策ꎬ企业还

可以找到节省税收成本的方法ꎬ如利用税收减免ꎮ

股票回购应谨慎对待ꎬ企业在实施时必须考虑长期

影响ꎮ 对新股上市所引起的股东权益的改变以及对

股东的利益的均衡ꎬ应予以认真考量ꎮ 此外ꎬ应特别

关注财务系统和支付风险ꎬ企业应评估其当前面临

的所有财务风险的成因ꎬ与企业的实际状况以及企

业的发展过程联系ꎬ制订一套科学、完备的财务支付

制度ꎬ以减少企业财务支出的风险[５]ꎮ

３.２　 构建规范的财务制度

在企业兼并与融资一体化的进程中ꎬ要在新的

金融制度的架构下对现行的管理制度进行进一步的

改进与改革ꎮ 同时ꎬ对收购企业与被收购企业的财

务部门进行全面的管理ꎬ让财务人员在各个方面都

能严格做到合理和规范ꎬ不断地改进管理体系ꎮ 因

此ꎬ只有完成基本的财务工作ꎬ才能将其有效地转移

到财务管理上ꎬ增强兼并和收购企业之间的协同作

用ꎬ从而保证企业在新的环境中保持稳定和可持续

发展ꎮ

第一ꎬ标准化企业的内部管理流程ꎬ对各岗位的

工作内容进行详细制订ꎬ将权力和责任进行清晰界

定ꎬ使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能按照统一的财务体系来

进行工作ꎬ推进企业并购融资一体化工作规范化ꎮ

第二ꎬ强化财政监管ꎬ从严监管ꎬ对参与并购重组工

作的各个环节实行科学的监管ꎮ 第三ꎬ企业需要根

据当前的外部发展环境和内部管理情况ꎬ制订新的

并购重组后的工作模式ꎬ扩大财务管理部门的职责

职能ꎬ促进财务工作流程的透明化和规范化ꎮ 企业

并购融资一体化的关键要求是高效、精准的数据处

理和分析ꎬ这就需要企业在会计工作中引进先进的

会计手段和工作方法ꎬ保证会计工作的准确性ꎮ 第

四ꎬ处理好公司的各项财务报表ꎮ 并购企业要按照

自己的职责去做ꎬ高效率地完成目标企业组织的财

政工作ꎬ提高转让的效率ꎬ防止资本的损失ꎮ 在制订

新的财务管理制度时ꎬ需要把自己的财务管理需求

和目标企业的财务管理需求要求密切结合ꎬ既要从

自身发展的要求出发ꎬ也要根据目标企业的发展方

向完成相关任务ꎮ 第五ꎬ完善公司治理结构ꎬ加强对

目标企业财务管理ꎬ有效地预防财务危机ꎮ 要按照

企业有关的财务管理制度ꎬ将细节方面做到更好ꎬ同
—３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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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要强化对财务风险的监控和预防ꎮ 第六ꎬ对财务

体制进行整合重组ꎬ使企业并购后财务流程对比之

前更为规范ꎬ为了更好地预防企业在并购融资一体

化中出现财务风险的问题ꎬ企业要制订科学合理的

整合改制方案ꎬ并制订出一套完整的财政管理体系ꎮ

根据健全的财务制度、统一的财务管理标准进行规

范的财务管理ꎬ以推动企业并购后融资一体化进程ꎬ

减少一体化时期的财务风险ꎬ保证顺利度过并购融

资一体化阶段ꎮ

３.３　 把握市场规则ꎬ制订融资结构

一般来说ꎬ企业可以采用三种融资方式:内源融

资、股权融资和债务融资ꎮ 企业在筹资时融资方式

要根据企业的规模、财政情况、盈利能力等因素来确

定ꎮ 首先ꎬ由于各种类型的融资所产生的财务风险

也不尽相同ꎬ因此ꎬ在整合企业并购融资时ꎬ应根据

自身的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融资方式ꎮ 例如ꎬ在债

务融资中ꎬ企业向投资者借款ꎬ投资者成为债权人ꎬ

企业成为债务人ꎻ根据合同双方商定的利率ꎬ在规定

的期限内偿付本金及利息ꎻ因此ꎬ我们需要衡量并购

和企业扩张带来的财务风险ꎮ 其次ꎬ企业必须有合

适的方式拓宽融资渠道ꎮ 目前融资渠道以现金流和

贷款为主ꎬ融资渠道不够多元化ꎬ为了进一步改善企

业并购融资结构ꎬ我们不仅引入符合自身需求的战

略投资者ꎬ还需总结以往成功经验ꎬ以备防范财务风

险ꎬ控制财务费用ꎬ顺利推进企业并购融资一体化ꎮ

一方面ꎬ企业应根据网络化发展趋势拓宽融资渠道ꎮ

另一方面ꎬ金融机构要不断完善企业融资渠道ꎬ制订

相应的扶持企业迅速发展的政策ꎬ为国家的经济发

展注入活力ꎮ 最后ꎬ并购企业要充分分析自己的盈

利能力和偿债能力ꎬ根据企业的实际状况ꎬ建立高效

的财务管理体系ꎬ为企业债务偿还和运营制订合理

的计划ꎮ 此外ꎬ企业还必须对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

进行详细的研究和分析ꎬ并对其积极运用ꎬ在企业并

购融资一体化方面ꎬ充分发挥其优势ꎬ这样才能使企

业的并购重组和融资活动的成功率得到提升ꎬ将融

资风险降到最低ꎮ

４　 结论

总之ꎬ企业并购融资一体化战略能够给企业带

来更大的发展空间ꎬ进而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ꎮ

与此同时ꎬ企业并购融资一体化是一件非常复杂的

工作ꎬ面临各种各样的风险ꎮ 从企业并购融资的现

状来看ꎬ不同的融资方式仍然是一大障碍ꎬ在公司并

购的筹备期、交易期和整合期ꎬ财务风险都是有可能

发生的ꎬ如果不规避风险有效避免ꎬ将会给企业造成

重大经济损失ꎮ 因此ꎬ企业在进行并购融资一体化

的过程中ꎬ需要从拓宽融资渠道、构建规范财务机

制、优化支付方式等几个角度出发ꎬ对每一步过程进

行规范ꎬ使整个企业并购融资一体化活动都能得到

全方位的风险控制ꎬ从而推动企业并购活动的成功

完成ꎬ让企业的整体实力得到切实的提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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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预算一体化管理系统的上线运行ꎬ是行政事业单位的财务信息化建设重要环节ꎬ有效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ꎬ并加强

了预算执行监控ꎮ 随着预算一体化的全面推行ꎬ行政事业单位对财务信息化系统的应用提出了新的要求ꎮ 财务信息化通过信息

化管理系统将财务决策过程和管理操作由人工转变为信息技术驱动ꎬ能够有效提高数据的准确性和一致性ꎬ使全面预算管理质

量得以提升ꎮ 文章通过研究预算一体化系统的具体运用及存在的问题ꎬ结合实际情况提出了实施财务信息化建设的探索和建

议ꎬ旨在完善财务信息化系统建设ꎬ提升财务管理的规范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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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ꎬ财政部开始部署推进预算管理一

体化建设ꎬ旨在构建制度与技术结合的管理机制ꎮ

预算一体化以统一预算管理规则为核心ꎬ以预算管

理一体化系统为主要载体ꎬ通过将统一的管理规则

嵌入信息系统ꎬ提高项目储备、预算编审、预算调整

和调剂、资金支付、会计核算、决算和报告等工作的

标准化、自动化水平ꎬ实现对预算管理全流程的动态

反映和有效控制ꎬ保证各级预算规范高效管理的预

算管理模式ꎮ

随着预算一体化系统的全面上线ꎬ各级行政事

业单位预算资金分配、拨付和使用情况得到了全流

程实时反映ꎬ同时初步确立了全覆盖、全链条[１] 的

资金监控机制ꎮ 截至 ２０２１ 年底ꎬ全国所有省份已经

实现了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上线运行ꎬ并逐步覆盖

地方各级财政部门和预算单位ꎮ 预算一体化工作的

推进ꎬ使得全面规范透明、标准科学、约束有力的预

算制度得以建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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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研究背景

在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ꎬ行政事业单位通过运

用各种信息技术ꎬ实现从数据采集、分析、处理到存

储和应用的一体化流程ꎬ不仅涵盖传统财务领域的

深度挖掘ꎬ还拓展到业务层面ꎬ确保信息的全面性与

实用性ꎮ 高质量的财务数据不仅为本单位管理层和

业务人员提供决策所需的数据支撑ꎬ也为上级财政

部门提供精准的财务数据ꎮ 数据可视化的直观呈

现、业务与财务的深度融合、内部控制机制的有效运

行ꎬ共同构成了财务信息化的基础ꎮ 借助一体化系

统ꎬ各行政事业单位实现了自动生成会计凭证以准

确地提供支付数据ꎬ减少了人工录入数据的环节ꎬ为

会计核算数据提供高质量财务数据ꎬ极大地提高了

财务信息的时效性ꎬ为经济决策提供可靠依据ꎮ 更

为重要的是ꎬ财务信息化增强了监管能力ꎬ促进了信

息透明ꎮ 通过一体化系统ꎬ财政部门能够实时监控

单位资金使用情况ꎬ分析单位财务数据ꎬ通过系统内

置预警ꎬ及时拦截不合规操作ꎬ并统一口径自动生成

决算数据ꎬ依法实现预决算信息高质量公开ꎬ接受社

会监督ꎮ 财务信息化不仅是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治理

现代化的标志ꎬ也是预算管理科学化、精细化的有力

保障ꎮ

２　 财务信息化系统应用存在的问题

２.１　 系统融合与数据标准化程度有待提高

在当前预算一体化背景下ꎬ部分行政事业单位

在财务信息系统的实施过程中ꎬ存在业务融合统筹

协调和数据标准化程度低等问题ꎬ资产管理尤为突

出ꎮ 目前ꎬ部分行政事业单位并未在预算一体化系

统中同时上线资产管理模块ꎬ资产管理与资金收付

管理上存在脱节ꎬ存在资产管理风险ꎮ 资产的采购、

日常维护和处置还需要单独从政府采购平台、资产

管理系统分别进行ꎬ三个系统之间数据尚未衔接ꎬ业

务的重要流程节点无法体现ꎬ存在数据导出人为加

工等问题ꎬ表单创建及使用的通用性较差ꎬ数据整合

程度较低ꎬ无法实现多项目多业务数据的兼容和

汇总ꎮ

２.１.１　 政府采购系统与一体化系统衔接不畅

在实际操作中ꎬ资产购置往往需要先在政府采

购平台完成相关手续ꎬ然后再手动录入到一体化系

统中ꎮ 由于缺乏有效的流程控制ꎬ如采购、合同签

订、采购验收等关键步骤ꎬ一体化系统无法全面反映

政府采购的过程ꎬ增加了财政资金支付的风险ꎮ 此

外ꎬ在一体化平台中进行资金支付之前ꎬ缺少必要的

流程约束模块ꎬ这可能导致与政府采购相关的财务

信息化系统存在操作漏洞ꎬ进而影响业务的融合与

统筹协调ꎮ

２.１.２　 资产管理系统与一体化系统缺乏有效

对接

一方面ꎬ资产购入数据需要在一体化系统和资

产管理系统中分别录入ꎬ不仅造成了重复劳动ꎬ而且

增加了数据失真的可能性ꎮ 另一方面ꎬ资产处置过

程中缺乏相应的流程控制ꎬ特别是当涉及处置费用

时ꎬ一体化系统在支付处置费用前未能设置必要的

流程约束ꎬ从而增加了国有资产流失的风险ꎮ 此外ꎬ

一体化系统中的固定资产信息与资产管理系统之间

的数据无法自动核对ꎬ年末还需要进行人工核对ꎬ这

不仅增加了工作负担ꎬ还可能影响部门决算和政府

会计报告中资产信息的准确性和可靠性ꎬ加大了预

算一体化管理的复杂度ꎬ影响决策的精准性和效率ꎮ

２.２　 信息化建设推行力度有待加大

２.２. １ 　 电子发票管理与税务系统接入程度

偏低

部分行政事业单位的财务信息化系统在与税务

系统的对接以及电子发票管理方面仍存在明显不

足ꎮ 一方面ꎬ预算一体化系统未能与税务系统实现

有效连接ꎬ业务人员在处理电子发票时需经历人工

下载、验证真伪、打印及提交 ＰＤＦ 文件等烦琐步骤ꎬ

这一系列的人工操作不仅消耗了大量时间和精力ꎬ

而且在电子发票流转的过程中ꎬ由于缺乏有效的自

动化控制手段ꎬ存在信息失真的风险ꎬ难以确保数据

的准确性与时效性ꎮ

在预算执行过程中ꎬ电子发票的人工处理方式

增加了财务人员的工作量ꎬ降低了工作效率ꎬ同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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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了错误发生的概率ꎮ 更重要的是ꎬ电子发票管

理的不规范ꎬ可能导致财政资金的浪费甚至是挪用

的风险ꎬ从而对财政纪律和公共资金的安全构成严

重威胁ꎮ

２.２.２　 税务开票业务数据回传缺失

尽管目前行政事业单位公务卡支付数据已能实

现回传至一体化系统ꎬ但税务开票业务的数据未能

实现同样的功能ꎮ 这意味着在税务系统中开具发票

的金额及相关单位名称、银行账户信息等重要交易

支付信息无法自动同步到一体化系统中ꎮ 这样一

来ꎬ不仅增加了财务人员录入信息的工作量ꎬ还使得

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得不到保障ꎬ增加了人为失

误的可能性ꎮ

这一问题直接制约了行政事业单位预算一体化

管理的效能ꎮ 缺乏税务开票业务数据的实时回传ꎬ

意味着财务部门不能及时获得关键的支付信息ꎬ从

而影响了预算执行的透明度和准确性ꎮ 此外ꎬ由于

人工录入的低效率和高错误率ꎬ财务信息的可靠性

大打折扣ꎬ进而影响了预算编制和执行的质量ꎮ 长

期来看ꎬ这些问题将削弱预算管理的有效性ꎬ增加财

务管理成本ꎬ并可能导致决策失误ꎬ对单位的整体运

营造成不利影响ꎮ

２.３　 内部控制与系统流程存在脱节现象

部分单位的内部控制与财务信息系统在实际操

作中仍存在脱节现象ꎬ以合同管理为例ꎬ合同的签订

需经历从初步确定合同对象到最终签订的一系列步

骤ꎬ包括业务科室的策划、合同谈判、拟定文本以及

多级审核等ꎬ在实际操作中ꎬ预算一体化系统中缺乏

与合同审批相关的内部控制流程ꎮ

合同签订方面ꎬ预算一体化系统中未能有效集

成合同审批流程ꎬ导致合同签订过程中缺乏必要的

内部控制措施ꎮ 具体表现为系统内未能及时反映合

同签订过程ꎬ合同审核环节缺乏法务审核流程ꎮ 由

于行政事业单位人员往往不具备专业的合同审核经

验ꎬ使得合同文本存在法律风险ꎬ合同内容不完整、

条款表述不严谨ꎬ或者存在重大疏漏和欺诈ꎬ进而使

单位面临潜在的法律纠纷和经济损失ꎬ增加了单位

的管理中的漏洞与风险ꎮ 合同结算方面ꎬ一体化系

统同样未能有效实施内部控制ꎬ允许在合同未经过

完整审核、合同未到付款期付款、合同金额与实际支

付金额有差异等情况下进行付款ꎮ 依赖财务人员的

人工审核来完成合同付款流程ꎬ缺乏有效的自动化

过程管理和预警机制ꎬ不仅增加了财务人员的工作

负担ꎬ还可能导致资金流失和不当支付ꎬ进而影响单

位的财务管理秩序ꎮ

３　 完善财务信息化系统建设的探索与研究

３.１　 增强系统融合与数据可视化程度

首先ꎬ强化财务流程梳理与业务调研ꎮ 通过定

期下发调查问卷收集基层单位的反馈ꎬ深入了解基

层业务单位在使用中的需求、普遍存在的问题ꎬ以及

期望改进的方向ꎬ定期反馈调查结果ꎬ并对集中反映

问题对系统进行修改和完善ꎮ 其次ꎬ提升预算一体

化系统、财务信息系统与其他业务系统的兼容性和

集成度ꎮ 行政事业单位应当充分利用信息化技术ꎬ

全面升级财务核算业务系统并构建一体化财务信息

平台ꎬ实现与政府采购、固定资产、预算系统等模块

的有效整合ꎬ对业务数据进行系统推送ꎬ降低人工录

入信息失真风险ꎬ及时反馈关键业务流程进度ꎬ提高

资源整合效率ꎬ实现财务与业务系统间有效对接和

模块共享ꎬ在信息平台统一进行预算录入、指标采

集、账务处理至数据查询分析工作ꎬ为预算一体化的

实现提供技术保障和数据支持ꎬ切实提升工作效率

及质量ꎮ 最后ꎬ加强业财融合并增加数据可视化程

度ꎮ 财务信息化系统还应进一步实现可视化管理ꎬ

对单位重点关注的预决算情况、资金使用进度、收入

支出增减变动情况等重要信息ꎬ可以通过图表化的

方式及时反映ꎬ化繁为简ꎬ使财务信息容易被信息使

用者理解和接受ꎬ更好地为单位的资金使用、业务决

策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撑ꎮ

３.２　 全面推行信息化系统运行机制

３.２.１　 完善信息化系统平台模块ꎬ建立风险预

警机制

行政事业单位应当在一体化系统中为关键控制

节点设置风险预警机制ꎮ 通过以自动化代替人工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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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对未履行关键控制节点审核流程的操作及时通过

系统进行拦截ꎬ确保流程合规性ꎬ有效提升财政资金

的安全性和使用效率ꎮ 同时ꎬ应聚焦信息系统升级ꎬ

通过扩容服务器与数据整合策略ꎬ实现资产、采购、

税务等多平台数据无缝对接ꎬ以税务信息对接财务

支付信息ꎬ保证交易事项的真实性和支付数据的准

确性ꎬ确保数据流通的实时性与完整性ꎮ

３.２.２　 细化信息化系统项目管理ꎬ覆盖全业务

链条

在全面推行预算绩效管理的背景下ꎬ通过一体

化系统内项目资金支出环节以及项目资金使用进度

监控ꎬ为项目绩效管理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ꎮ 项目

管理的全周期监督ꎬ即事前规划、事中执行和事后控

制也应该同时在一体化系统中得到闭环体现ꎮ 根据

项目进展动态拨付资金ꎬ并根据当年度资金的使用

情况来科学制订次年项目预算金额ꎬ优化资源配置ꎬ

对高效益项目持续投资ꎬ对绩效不佳或停滞项目则

采取削减或暂停措施ꎬ确保项目资金使用的高效性

和合理性ꎬ保证项目预算科学、合理ꎮ

３.２.３　 转变管理思维ꎬ树立信息化管理意识

推进财务信息化建设不仅是技术革新ꎬ更是管

理思维的转变ꎮ 单位管理层面需发挥引领作用ꎬ加

强对信息化管理的了解和重视ꎬ统筹协调各职能科

室参与ꎬ积极推进财务信息化建设ꎮ 同时ꎬ加大对财

务人员的培训力度ꎬ提升其信息技术应用能力与财

务管理专业知识ꎬ确保团队能紧跟信息化发展步伐ꎬ

有效驾驭财务信息系统ꎬ共同推动单位财务管理水

平迈上新台阶ꎮ

３.３　 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建设

行政事业单位首先要完善内部控制流程ꎬ对预

算管理、收支管理、资产管理、建设项目管理及合同

管理等重要环节ꎬ纳入一体化管理系统ꎮ 其次ꎬ明确

内部控制职责和权限ꎬ梳理各项业务的关键岗位和

关键人员控制ꎬ设立一体化系统登录ꎬ根据职责设置

相应的权限ꎬ从系统架构上实现相容岗位分离ꎬ明确

内部控制需全员参与ꎬ共同推行ꎬ增强行政事业单位

工作人员对内部控制的参与和认识ꎮ 再次ꎬ增加重

要业务流程审核环节ꎮ 以系统化审核流程代替人工

审核ꎬ确保重要环节符合内部控制要求后ꎬ再进行资

金支付环节ꎬ保障财政资金安全ꎬ规范经济活动业务

流程ꎮ 最后ꎬ做好内部控制培训ꎮ 使内部控制各个

环节参与的工作人员ꎬ了解内部控制的具体工作要

求ꎬ明确相关人员在内部控制中的职责和作用ꎮ 通

过在部门管理、职责分工、业务流程等环节积极配合

内部控制工作ꎬ形成相互制约和相互监督的机制ꎬ分

解和落实责任ꎬ规范权力运行ꎬ控制单位风险ꎮ

４　 结论

随着预算一体化管理的推进和信息化的不断发

展ꎬ对行政事业单位财务信息化系统建设也提出了

新的要求ꎮ 文章通过研究预算一体化背景下行政事

业单位财务信息化系统应用的相关内容ꎬ从系统融

合、信息化建设以及内部控制三个角度研究了目前

存在的问题ꎬ并据此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对应的解决

措施ꎮ 各级行政事业单位应基于单位层面的重视和

技术方面的攻关ꎬ不断调整和完善财务信息化系统ꎬ

推动财务管理科学化、标准化、严谨化发展ꎬ切实提

高财务数据和预算管理质量ꎬ为经济决策提供准确

的数据支撑ꎬ提升单位财务管理水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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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国库类财务项目管理驾驶舱系统应用研究
———以 Ｔ 高校为例

李丽影

(天津大学ꎬ天津　 ３０００７２)


摘　 要:传统的人工管理方式在处理高等院校国库类财务项目时面临诸多挑战ꎮ 驾驶舱系统通过集成数据采集、分析和可

视化ꎬ显著提高了国库类财务项目的管理效率ꎬ减少了人为错误ꎬ增强了透明度和信息共享ꎬ支持科学决策ꎬ并加强了合规性管

理ꎮ 在 Ｔ 校的管理实践中ꎬ驾驶舱系统在提高项目执行效果、优化资源配置和促进多部门协作等方面表现出色ꎬ为高等院校国库

类项目的管理提供了宝贵经验ꎮ

关键词:高校财务管理ꎻ国库类项目ꎻ驾驶舱系统

中图分类号:Ｆ２３４.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４４２８(２０２４)３３－０１１９－０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ｃｏｃｋｐｉ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ｅａｓｕｒｙ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ｉｎ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Ｔ

Ｌｉ Ｌｉｙｉｎｇ

(Ｔｉａｎｊ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Ｔｉａｎｊｉｎꎬ ３０００７２)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ｎｕ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ｆａｃｅ ｎｕｍｅｒｏｕ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ｗｈｅｎ ｈａｎｄｌｉ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ｅａｓｕｒｙ－ｆｕｎｄｅ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ｐｒｏ￣

ｊｅｃｔｓ ｉｎ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ｃｏｃｋｐｉｔ ｓｙｓｔｅｍꎬ ｂｙ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 ｄａｔａ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ꎬ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ꎬ ａｎｄ 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ｅｎｈａｎｃｅｓ

ｔｈ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ｅａｓｕｒｙ－ｒｅｌａｔｅ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Ｉｔ ｒｅｄｕｃｅｓ ｈｕｍａｎ ｅｒｒｏｒｓꎬ ｉｍｐｒｏｖｅｓ 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ｈａｒｉｎｇꎬ ｓｕｐｐｏｒｔｓ ｉｎｆｏｒｍｅｄ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ꎬ ａｎｄ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ｓ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ｔｈｅ

ｃｏｃｋｐｉ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ｈａｓ ｓｈｏｗｎ ｏｕｔ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ｎ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ｅｘｅｃｕ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ꎬ ｏｐｔｉｍｉｚｉｎｇ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ꎬ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

ｔｉｎｇ ｃｒｏｓｓ－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Ｉｔ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ｖａｌｕａｂｌ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ｅａｓｕｒｙ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ｉｎ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ꎻ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ｅａｓｕｒｙ－ｆｕｎｄｅｄ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ꎻ ｃｏｃｋｐｉｔ ｓｙｓｔｅｍ



０　 引言

高等院校国库类财务项目是指由国家财政资金

资助的高等教育项目ꎬ涵盖科学研究、基础设施建

设、学科发展等领域ꎮ 此类项目对高校的建设与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ꎮ 国家财政资金的投入不仅促进了

高校软硬件条件的改善ꎬ还推动了科技创新和人才

培养ꎮ 然而ꎬ由于其资金源于国家财政预算ꎬ国库类

项目在立项、执行和结题等环节都需要遵循严格的

管理规范和审查程序ꎮ
传统的人工管理方式在管理国库类财务项目时

面临诸多挑战ꎮ 首先ꎬ人工管理效率偏低ꎬ尤其是在

数据收集、整理和汇总方面ꎬ耗时费力ꎬ容易延误项

目进度ꎮ 其次ꎬ人工操作过程中数据录入和传递环

节较多ꎬ容易出现人为错误ꎬ影响项目管理的准确性

和可靠性ꎮ 此外ꎬ传统的人工管理方式在信息透明

度和共享方面也存在不足ꎬ各部门之间的信息交流

和协同工作受到限制ꎬ不利于项目的顺利推进和高

效管理ꎮ
近年来ꎬ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ꎬ驾驶舱系统在各

大企业和高校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ꎮ 驾驶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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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是一种集成数据采集、分析和可视化的管理工具ꎬ
通过实时监控和智能分析ꎬ为管理者提供全面、及时

的项目管理信息支持ꎮ 文章将重点探讨如何利用驾

驶舱系统ꎬ高效准确地管理高等院校国库类项目ꎮ
通过分析 Ｔ 校的管理实践ꎬ展示驾驶舱系统在提高

项目管理效率、降低错误率、增强透明度和信息共

享、支持科学决策和加强合规性管理等方面的显著

优势ꎮ 研究表明ꎬ驾驶舱系统的应用能够显著提升

高等院校国库类项目的管理水平ꎬ促进高校科研和

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１]ꎮ

１　 国库类项目的特点和难点

国库类项目对推动科技创新ꎬ提升教育质量ꎬ促
进学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ꎮ 其项目资金具有专款专

用的特点ꎬ必须严格按照预算和项目计划使用ꎬ接受

财政部门和相关管理机构的监督ꎮ 国库类项目通常

在立项时就规定了明确的起止时间ꎮ 项目通常分为

多个阶段ꎬ每个阶段有具体的目标和时间节点ꎬ如中

期评审、年度报告、结题验收等ꎮ
由于项目需严格按计划进度执行ꎬ任何延迟都

可能影响后续环节和资金拨付ꎬ因此国库项目的管

理压力较大ꎮ 首先ꎬ项目通常涉及多个部门的协作ꎬ
协调难度大ꎬ易导致沟通不畅和责任不清ꎮ 其次ꎬ研
究项目具有较高的不确定性ꎬ实验失败、技术问题等

可能导致进度滞后ꎬ难以按时完成ꎮ 再次ꎬ定期的报

告和检查要求增加了行政负担ꎬ需要投入大量时间

和精力准备各类材料ꎮ 最后ꎬ此类项目往往需要多

部门、多学科协作ꎬ既有科研人员的参与ꎬ也需要财

务、管理等相关部门的配合ꎬ确保项目顺利推进ꎮ
传统人工管理各类数据可能分散在不同部门和

系统中ꎬ沟通协调难度大ꎮ 数据的收集和汇总通常

有滞后性ꎬ无法及时反映项目的最新进展ꎮ 数据处

理和报告生成需要大量人工操作ꎬ效率低且容易出

错ꎮ 多次人工数据录入和传递ꎬ容易出现错误ꎬ影响

项目管理的准确性ꎮ 数据往往掌握在部分人手中ꎬ
其他相关人员难以获取最新信息ꎮ 各部门之间的信

息传递依赖人工ꎬ效率低且容易出现信息不对称ꎮ
决策往往依赖有限的数据和经验ꎬ缺乏科学依据ꎮ
缺乏系统的分析工具ꎬ难以进行有效预测和风险预

警ꎮ 人工管理中容易出现不符合政策和规定的情

况ꎬ增加合规风险ꎮ 审计工作需要查阅大量纸质或

分散的电子文档ꎬ工作量大且效率低下ꎮ

２　 驾驶舱系统的优点

驾驶舱系统ꎬ也称为管理驾驶舱或管理仪表盘ꎬ
是一种用于综合显示和监控组织运营数据的工具ꎮ
借助数据可视化技术ꎬ将关键绩效指标和重要管理

信息集中呈现在一个界面上ꎬ帮助管理者实时掌握

企业或机构的运营状况ꎬ做出及时的决策ꎮ 在高校

财务管理中ꎬ驾驶舱系统的应用能够显著提高管理

效率和决策的科学性ꎮ
２.１　 数据整合与实时监控

驾驶舱系统能够将项目的各类数据进行实时整

合ꎬ形成统一的视图ꎬ并对项目进展情况进行实时监

控ꎬ及时发现和处理问题ꎮ 通过集中显示关键信息

和提供实时数据ꎬ帮助管理层快速了解财务状况ꎬ提
高决策效率ꎮ

２.１　 提高效率与降低错误率

通过自动化处理和数据校验ꎬ驾驶舱系统减少

了人工操作环节ꎬ显著提高了数据处理和报告生成

的效率ꎬ同时减少人为操作和数据处理环节ꎬ降低数

据错误的可能性ꎬ确保财务数据的准确性ꎮ
２.３　 透明度与信息共享

驾驶舱系统的使用可以提供透明、直观的财务

信息展示ꎬ增强项目管理的透明度ꎬ使所有相关人员

能够实时查看项目数据ꎬ实现信息共享ꎬ提高各部门

之间的协同工作效率ꎬ有助于内外部审计和监督ꎮ
２.４　 决策支持与分析能力

驾驶舱系统提供强大的数据分析和可视化工

具ꎬ为管理者提供科学的决策支持ꎬ帮助其制订合理

的项目管理策略ꎮ 此外ꎬ系统还能够根据历史数据

和趋势分析ꎬ对项目未来的发展进行预测ꎬ并提前发

出预警ꎬ防范潜在风险ꎮ 此外ꎬ通过全面的财务分析

和绩效评估ꎬ管理者可以优化资源配置ꎬ促进高校各

项事业的协调发展ꎮ
２.５　 合规性与审计支持

驾驶舱系统内置实时监控和预警机制ꎬ确保项

目管理和资金使用符合相关政策和规定ꎬ同时系统

可以生成详细的审计报告ꎬ方便审计部门进行检查

和监督ꎮ 通过及时发现并应对财务风险ꎬ确保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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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安全稳定运行ꎬ减少合规风险[２]ꎮ

３　 Ｔ 校在驾驶舱系统建设和使用过程中的

经验

近年来ꎬ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ꎬＴ 校也引入了驾

驶舱系统ꎬ旨在为管理人员提供财务状况分析、财务

成果分析等ꎬ以规范化管理其国库类项目ꎮ 驾驶舱

系统需要与其他财务系统实现高度集成ꎬ实现数据

共享和同步、获取财务及业务数据ꎬ进而进行深入、
多维度的数据分析ꎬ以清晰、易理解的方式进行可视

化ꎬ并自动生成各种财务图表、财务报告ꎮ
Ｔ 校在系统构思、建设和应用过程中获得了宝

贵的经验ꎬ希望能够对其他有相关需求的高校和其

他单位提供有益的帮助ꎮ 文章主要探讨以高校国库

类项目管理为目的的驾驶舱系统设计ꎮ
３.１　 节点把控精准

国库类项目的特点之一是时间节点的严格要

求ꎬ项目进展需定期向主管部门报告ꎮ 为此ꎬ必须对

项目支出情况进行精准把控ꎬ对进展落后的项目ꎬ管
理者需要及时发现并解决问题ꎬ加快执行进度ꎮ 在

设计过程中ꎬ设计者与 Ｔ 校的财务系统进行了深度

整合ꎬ旨在提供精确和动态的财务管理工具ꎮ 通过

整合ꎬ系统能够实时捕捉和处理项目支出的各类数

据ꎬ并以折线图的形式清晰地呈现出各项目在不同

时间节点上的执行率ꎮ 这样的图表不仅能够帮助财

务管理者快速识别支出模式ꎬ还能提供可视化的趋

势分析ꎬ便于发现潜在的财务风险ꎮ 此外ꎬ系统还引

入了速表功能ꎬ将复杂的数据浓缩成易于理解的指

标ꎬ允许用户以简洁、直接的方式查看执行进度ꎮ 这

一设计大大提高了财务管理的效率ꎬ同时也增强了

对财务数据的透明度和可控性ꎬ确保项目资金的合

理使用和有效管理ꎮ
Ｔ 校在实施驾驶舱系统后的第一年ꎬ国库类项

目的执行效果显著提高ꎬ资金使用的合规性和透明

度大幅提升ꎮ 通过规范化的管理ꎬ该校不仅提升了

国库类项目的管理水平ꎬ也为国家财政资金的高效

使用和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ꎮ
３.２　 部门协作顺畅

国库类项目通常涉及多个部门和团队的协作ꎮ
国库类项目的管理常常需要学校财务部门、归口管

理部门、学院、负责人等多个方面的管理ꎮ 由于项目

众多ꎬ各级领导和财务人员需要及时了解和确定各

项目的支出进度ꎬ以便全面地了解所负责项目的财

务状况和发展趋势ꎮ
为满足国库类项目的这一协作需求ꎬＴ 校在设

计驾驶舱系统时ꎬ特别注重系统的跨部门数据共享

功能ꎮ 为了促进不同部门和团队之间的有效协作ꎬ
驾驶舱系统设计了一个高效的数据共享平台ꎮ 各部

门和团队可以在权限允许的范围内ꎬ实时共享项目

进展数据ꎬ从而避免信息孤岛ꎬ提高协作效率ꎮ 通过

这一平台ꎬ项目相关方能够在同一系统中查看和讨

论项目财务进度ꎬ确保各方在管理过程中保持信息

的一致性和透明度ꎮ 这些设计不仅提高了项目管理

的效率ꎬ也确保了学校财务管理的精确性和可持

续性ꎮ
由于系统实现了对不同学院、不同国库经费的

属性、构成进行明细展示和支出情况序时进度分析ꎬ
各类管理人员能够对项目数据进行实时整合和监

控ꎮ 各项目团队通过系统录入和更新项目进展、资
金使用等数据ꎬ系统实时汇总生成统一的视图ꎮ 科

研管理部门和财务部门可以通过系统随时查看项目

的最新动态ꎬ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ꎬ避免了信息传递

的滞后和误差ꎮ
３.３　 权限分级清晰

国库类项目除了涉及多部门协作ꎬ还存在同一

部门内不同层级人员的协作ꎮ 这就要求我们在系统

设计时考虑信息展示的权限问题ꎮ Ｔ 校驾驶舱系统

在数据权限管理方面采用了严格的分级管理机制ꎬ
确保不同层级的用户只能访问与其职责相关的财务

数据ꎮ 这种做法有效避免了数据泄露的风险ꎬ同时

确保学院能够集中精力管理自身的财务项目ꎮ 通过

将用户权限与学院归属、国库项目类型、归口管理部

门、项目负责人等因素结合ꎬ系统能够自动控制用户

的访问权限ꎮ 这种智能化的权限管理模式不仅大幅

降低了人为设置权限可能带来的错误ꎬ还提高了系

统的操作效率和用户体验ꎮ 整体而言ꎬＴ 校驾驶舱

系统的权限管理设计不仅严谨而且高效ꎬ为学校的

财务管理工作提供了有力保障ꎮ
通过严格的权限控制ꎬ校级管理者和财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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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全面查询和分析所有财务数据ꎬ确保宏观管理

的全面性和准确性ꎮ 各类管理人员仅能看到自己负

责的项目ꎬ保障了管理的针对性和专业性、确保了信

息的保密性和项目管理的精细化ꎮ 此外ꎬ驾驶舱系

统还增强了项目管理的透明度ꎮ 系统内所有项目相

关数据公开透明ꎬ所有授权人员均可实时查看ꎮ 这

样的权限分级管理ꎬ不仅提高了数据安全性和访问

效率ꎬ还极大增强了各部门之间的协作与信息共享ꎬ
有力地支持了项目的顺利推进ꎮ

３.４　 报告自动生成

国库类项目的另外一个特点是在关键节点需要

进行数据处理和报告生成ꎮ 传统管理模式需要大量

人工操作ꎬ效率低且容易出错ꎮ 系统设计时需要为

各类管理人员提供便捷的财务报告下载功能ꎮ 由于

报告的内容、体裁多样ꎬ需要根据报告模板ꎬ以表格、
ＫＰＩ 图、折线图、柱状图等多种形式ꎬ综合展示国库

项目拨款金额、支出金额、项目余额、支出进度ꎬ并生

成可供下载的报告文件ꎮ
Ｔ 校财务驾驶舱系统以学校现有的数据仓库为

基础ꎬ充分利用了 ＯＬＡＰ(在线分析处理)技术ꎬ通过

多维的方式对大量的财务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ꎬ系
统不仅能够对数据进行快速查询ꎬ还能够根据不同

决策者的需求ꎬ灵活地提供多种分析方式ꎬ如比率分

析、垂直对比、水平对比等ꎮ 通过这些分析方式ꎬ系
统能够构建出多维度的分析模型ꎬ以满足各种复杂

的财务管理需求ꎮ 此外ꎬ系统还通过折线图、ＫＰＩ 图
等可视化工具ꎬ将数据分析层的结果以直观的形式

呈现出来ꎮ 用户可以通过展示页面ꎬ直观地进行数

据查询、深入分析ꎬ并生成各种报表ꎮ 这种设计不仅

提高了财务数据的可视化程度ꎬ还大幅提高了用户

的操作效率ꎬ使得复杂的财务数据变得更加易于理

解和使用ꎮ
驾驶舱系统显著提高了管理效率ꎮ 系统具备自

动化数据处理和报告生成功能ꎬ减少了大量的人工

操作ꎮ 过去需要数天甚至数周才能完成的数据汇总

和分析ꎬ现在几分钟内即可完成ꎮ 同时ꎬ系统还能够

自动校验数据的准确性和一致性ꎬ降低了人为错误

的风险ꎬ确保了数据的可靠性ꎮ
通过驾驶舱系统的数据分析和可视化工具ꎬ管

理层能够科学地进行决策ꎮ 系统提供了强大的数据

分析功能ꎬ可以对历史数据进行深度挖掘和趋势分

析ꎬ为管理者提供决策支持ꎮ 系统还能够根据数据

分析结果ꎬ提前发出预警ꎬ帮助管理层及时识别和应

对潜在风险ꎮ Ｔ 校的成功经验表明ꎬ利用现代化的

驾驶舱系统进行规范化管理ꎬ不仅能够提升项目管

理的效率和准确性ꎬ还能够显著提高项目的整体执

行效果ꎬ确保国库类项目顺利实施并达到预期

目标[３]ꎮ

４　 结论

高等院校国库类项目在国家科技和教育发展中

具有重要地位ꎬ然而传统的管理方式面临效率偏低、
数据分散和信息不透明等问题ꎮ 驾驶舱系统作为一

种现代化的管理工具ꎬ通过实时数据整合、智能分析

和可视化展示ꎬ为项目管理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ꎮ
通过提高管理效率、降低错误率、增强透明度和信息

共享、支持科学决策和加强合规性管理ꎬ驾驶舱系统

显著提升了国库类项目的管理水平ꎬ促进了高校科

研和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ꎮ 未来ꎬ随着信息技术的

进一步发展ꎬ驾驶舱系统在高等院校国库类项目管

理中的应用前景将更加广阔ꎬ有助于推动高校管理

的现代化和智能化发展ꎮ

参考文献:
[１]彭威.高校财务驾驶舱平台构建:以 Ａ 大学为例[Ｊ].财会

月刊ꎬ２０１８(１７):１０９－１１３.

[２]方淑津.高校财务管理信息化建设初探[ Ｊ].财会学习ꎬ

２０１７(８):４８ꎬ５０.

[３]李坤峪ꎬ魏江林ꎬ徐菲ꎬ等.高校财务分析系统的信息化建

设实践[Ｃ]∥中国计算机用户协会网络应用分会.中国

计算机用户协会网络应用分会 ２０２３ 年第二十七届网络

新技术与应用年会论文集ꎬ２０２３:１６９－１７３.

作者简介:李丽影ꎬ女ꎬ河北唐山人ꎬ天津大学ꎬ研究方向:会

计信息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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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管服”背景下科学事业单位科研经费预算管理

及风险控制研究

刘　 颖

(季华实验室ꎬ广东　 佛山　 ５２８２００)



摘　 要:随着“放管服”改革的深入ꎬ科学事业单位经费管理也在不断发生变化ꎬ传统的管理和服务已经无法满足当前科研

经费的管理需求ꎮ 通过“放管服”改革ꎬ科学事业单位经费应用更加自主、灵活ꎬ充分激发科研的创新活力ꎬ为科研“减负松绑”ꎮ

但是科研经费应用自主权的扩大ꎬ在一定程度上会造成经费管理和预算管理风险增加ꎬ造成资金使用不规范和监督不到位的现

象ꎮ 文章将在“放管服”改革背景下ꎬ对科学事业单位经费管理、经费预算进行研究ꎬ探讨科研经费的改革和风险控制体系建设ꎮ

关键词:“放管服”改革ꎻ科研经费ꎻ风险管控ꎻ事业单位ꎻ预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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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最近几年科研经费“放管服”不断深化改革ꎬ使

得科学事业单位经费管理方案和体系不断完善、优

化ꎬ实现了科学管理和精细化管理ꎮ 而科研经费预

算管理是科研经费管理的重要环节ꎬ在整个科研工

作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１－２]ꎮ 但是科研经费管理在

实际的应用中存在着诸多限制因素ꎬ所以文章针对

科研经费预算管理ꎬ结合科研项目的需求、特点以及

过程制订有针对性的管理模式ꎬ探讨如何从科研经

费预算管理和风险控制角度ꎬ推进和保障科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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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序、高效进行ꎮ

１　 “放管服”改革对科学事业单位的价值

目前经济下行ꎬ部分领域科研经费有所缩减ꎬ在

现有形势下研究如何有效利用科研经费恰逢其时ꎮ

“放管服”改革的背景下ꎬ科学事业单位优化预算管

理ꎬ进行风险防控不仅是时代需要ꎬ更是自身持续性

发展之必然ꎮ

“放管服”改革首先为科学事业单位提供了更

多的自主权ꎬ尤其是在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方面ꎬ简化

了预算的编制ꎬ将预算调剂权下放ꎬ科学事业单位能

够灵活使用资金ꎬ科研人员进行大胆的创新与实践ꎬ

调动工作的主动性与积极性ꎮ

其次ꎬ“放管服”改革的深入能够优化科学事业

单位的审批流程ꎬ比如ꎬ设备仪器的采购更加便捷ꎬ

大型外包服务选择具有更多的自主权等ꎬ这使得科

学事业单位可以灵活获取实验的材料、设备和测试

化验加工服务ꎬ 保障科研工作的高效、 顺利进

行[３－５]ꎮ 另外ꎬ“放管服”改革可以增强科学事业单

位的监督意识ꎬ通过建立与完善信用制度ꎬ项目执行

的透明度增加ꎬ进而为科研工作的开展创设出公平、

氛围浓厚的环境ꎮ

与此同时ꎬ“放管服”的深化改革能够推动社会

各界与科学事业单位的联系ꎬ促进科研工作与社会

的融合ꎬ这样会有更多的社会组织、个人投入资金委

托研发ꎬ推动科研工作的开展ꎮ 科学事业单位利用

科研成果推动、企业技术的更新与升级换代ꎬ推动科

技创新ꎬ提升生产力ꎬ全面发挥科学事业单位的价值

与意义ꎮ

２　 “放管服”改革下科学事业单位科研经费

预算管理的挑战与机遇

在新经济背景下ꎬ“放管服”深化改革虽然为科

学研究提供了更多的便利ꎬ同时也面临新的挑

战[６－７]ꎮ 尤其是近几年国家“放管服”政策的出台ꎬ

虽然科学事业单位在经费使用方面有了更多的自主

权ꎬ然而承担的责任随之提升ꎮ 在这种背景下如何

做好经费的管理、预算是科学事业单位改革和工作

的重点ꎮ

２.１　 处理好预算编制简化和验收执行的严格

性之间的关系

科研活动是一个探索未知的过程ꎬ因而过程中

的不确定因素众多ꎬ如何更好地应对这种“不确定”

则需要建立在灵活机制之上ꎮ 就当前来看ꎬ“放管

服”政策之下ꎬ科学事业单位的预算编制更加灵活ꎬ

可以更好地应对不可预见之事ꎮ 例如ꎬ在预算调整

权限、预算编制的详细程度、设备采购与改造的选择

等方面细节要求逐渐减弱ꎮ 但是ꎬ为了确保科研经

费用有所值ꎬ在项目执行和验收阶段的要求不降反

升ꎮ 因而ꎬ科研人员在预算编制过程中如何兼顾预

算编制的灵活性与验收阶段的严格性是一项巨大的

挑战ꎮ

２.２　 注重流程简化与经费使用合规性的平衡

“放管服”政策的核心要点是简化流程ꎬ精简审

批环节ꎬ使科研人员能够自主地使用科研经费ꎮ 由

此而来的相关性和合规性成为另外一个重大的挑

战ꎮ 因此ꎬ借力政策之机遇ꎬ结合经费使用要求ꎬ寻

求更为高效、创新的预算管理方式方法则十分重要ꎬ

平衡二者才是“放管服”政策出台的预期目标[８－１０]ꎮ

自主权扩大并不意味着放任自流ꎮ 放权的前提

首先需要建立一套科学、有效、完整的监督体系ꎬ保

障科研经费使用的透明ꎬ是提高公信力和提高科研

管理质量的基础ꎬ同时也是杜绝腐败现象的有效方

法ꎮ 例如ꎬ建立科研经费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建立科

研诚信管理制度ꎬ能够保障科研经费的合规管理ꎮ

３　 “放管服”下科学事业单位科研经费预算

管理的创新策略

在“放管服”深化改革的时代背景中ꎬ科学事业

单位的经费管理需要同步变革ꎬ为了更好地应对经

费管理、经费预算中的问题ꎬ科学事业单位应创新方

法ꎬ以提高科研经费使用效率和质量为核心ꎬ深化科

研工作的高效开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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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引入绩效管理理念ꎬ强化经费使用高效性

科学事业单位科研经费管理和预算管理应积极

应用绩效机制ꎬ在预算制订时合理明确计划和里程

碑节点ꎬ同时在经费管理中及时追踪ꎬ按照绩效制

度、实际贡献度、工时分配绩效奖金ꎬ从而保障经费

管理、经费预算和科研人员的绩效建立联系ꎮ 此外ꎬ

绩效制度的完善还可以激发科学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的积极性ꎬ使整个单位内部营造出积极向上的科研

氛围ꎬ推动科学事业单位的高质量发展ꎮ

３.２　 强化信息化支撑ꎬ防范资金风险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ꎬ信息化为预算管理

风险防控提供了有效工具ꎮ 例如ꎬ财务报销环节ꎬ利

用大数据对预算执行中异常数据进行抽查、分析ꎬ是

一种高效的风险防控手段ꎮ 以广东省某省实验室为

例ꎬ该省实验室在财务报销系统中实现了在线审批、

发票验真ꎬ银企互联、公务卡直接支付等信息化的报

销手段ꎬ使科研人员在支付和报销方面的效率大幅

提高ꎮ 同时ꎬ通过大数据检测、信息化识别等方式对

支付异常数据进行检测ꎬ有效防范支付风险ꎬ保障项

目经费的安全、高效使用ꎮ 这也对财务人员提出了

更高要求ꎮ 因而ꎬ加强科学事业单位中财务人员信

息化业务技术的培训尤为迫切ꎬ只有高水平的财务

人员队伍才能将信息化技术在科研经费管理中有效

运用ꎬ保证财务处理与资金支付的准确性ꎬ有效防范

资金风险的发生ꎮ

３.３　 加强内部监督ꎬ增加负面清单制度

内部监督是预算管理和风险防控的有效方法ꎬ

也是常用的手段之一ꎬ尤其在当前“放管服”政策落

实的背景下ꎬ可以从多角度出发进行风险防控和预

算管理ꎮ 第一ꎬ增强内控人员和预算管理人员的责

任意识ꎬ明确岗位职责ꎬ执行不相容职务相分离ꎬ强

调项目负责人是经费管理的第一责任人ꎬ实现项目

负责人、内控人员、管理人员的相互配合ꎬ降低管理

风险ꎬ保障预算管理的有序、高效进行ꎮ 第二ꎬ增加

负面清单制度ꎬ作为内部监督的一个重要补充ꎬ目的

是在明确列出那些不被允许或者需要特别关注的行

为和领域ꎬ以便在预算管理和风险防控中起到明确

的指导作用ꎮ 在“放管服”改革的大背景下ꎬ必须严

格执行各项经费开支的范围和标准ꎬ绝不容忍任何

超越这些范围和标准的费用支出ꎮ 对试图“钻空

子”、触碰各项制度底线的个人或团体ꎬ将采取零容

忍的态度ꎮ 一旦发现此类行为ꎬ必须将其记录在负

面清单中ꎬ通过这种方式对他们的不当行为进行严

惩ꎬ以此确保项目资金的安全和合规ꎮ 负面清单制

度的出台可以有效地防范和控制科研项目资金的风

险ꎬ确保每一分资金都能用在刀刃上ꎮ

４　 “放管服”下科学事业单位科研经费风险

防控体系的建立

“放管服”的深化改革虽然提升了科学事业单

位经费使用的自主性和灵活性ꎬ但是经费使用灵活

可能导致科研经费风险提高ꎬ保障科研经费的科学

使用必须建立完善的监督与管理体系ꎮ

４.１　 风险识别与评估

随着“放管服”政策的完善与发展ꎬ科学事业单

位需要对经费和预算管理中的问题进行评估ꎬ比如ꎬ

提前预测科研预算、资金使用以及项目验收过程中

可能出现的风险点ꎬ将潜在的风险通过管理优化、监

督进行解决ꎮ 科学事业单位需要建立科学有效的风

险监督制度ꎬ并且定期对经费进行管理总结、评估ꎬ

减少科研工作中经费使用的问题ꎬ有效使用科研经

费ꎬ保障科研工作的顺利进行ꎮ

在此过程中ꎬ科学事业单位需要利用各类资源

和优势ꎬ提升风险评估的精准性ꎮ 同时需要定期开

展培训ꎬ增强工作人员的风险监控意识ꎬ杜绝经费浪

费、监督管理不到位等现象ꎬ科学合理使用科研项目

资金ꎬ保障科学事业单位资金平衡ꎬ促进科研项目

发展ꎮ

４.２　 风险防控策略制订

对风险进行详细的审定后ꎬ科学事业单位需要

采用相应的方法ꎬ研究出有针对性的风险控制手段ꎬ
—５２１—



市场周刊

明确风险种类ꎬ结合不同的风险类型制订相应的风

险解决方法ꎮ 比如ꎬ资金的使用需要审计监察部门

配合ꎬ跟踪审计ꎬ持续监督与检查ꎬ在简化经费使用

流程的同时ꎬ建立完善的经费管理制度ꎬ保障资金科

学使用ꎮ 另外ꎬ在制订方案时还需要考虑科研工作

的特点ꎬ构建灵活的监督和控制方法ꎮ 适合的风险

防控措施能够为科研创新提供良好的环境ꎬ使资金

监督与防控多样化ꎬ有效防止资金浪费ꎮ 此外ꎬ科学

事业单位需要定期评估经费防控和管理质量、方法ꎬ

结合评估的结果进行风险防控调整ꎬ以此满足科研

环境变化、科研项目进度对资金的需求ꎬ确保风险防

控持续有效[１１]ꎮ

４.３　 风险应急预案的制订

科学事业单位除了做好经费预算管理以及风险

防控ꎬ还需要制订出有效的应急方案ꎬ从而应对出现

的紧急资金风险ꎬ保障科研工作的有序进行ꎮ 该方

案的目标是解决突发的情况与问题ꎬ如资金链断裂、

科研过程中发生重大内、外部损失等ꎮ 科学事业单

位应持续提高科研管理人员应对风险的能力ꎬ通过

培训的方式提高工作人员预防风险和应对风险的能

力ꎬ在风险发生之后能够按照应急预案处理ꎬ尽可能

减少损失ꎬ保障科研成果ꎮ 应急方案制订的时候应

明确岗位责任ꎬ指定指挥人员、操作人员等ꎬ通过日

常演练提升应急能力ꎮ

综上所述ꎬ通过对以上三个环节的研究与总结ꎬ

科学事业单位应要建立完善、系统、反应迅速、具备

应急能力的经费预算和监督、管理体系ꎬ保障科研工

作有序开展ꎬ推动科技发展ꎬ保障资金的科学使用ꎮ

５　 结论

总而言之ꎬ“放管服”目标是“减负放权”ꎬ为科

研人员创造良好的环境ꎬ让科研人员全身心投入科

研工作ꎮ 在“放管服”背景下ꎬ科学事业单位经费、

预算管理应结合工作特点、科研需求ꎬ简化审批流

程ꎬ强化监督ꎬ落实科研经费的监管ꎬ让科研经费能

够发挥更大的价值和作用ꎬ提升科学事业单位经费

监管质量ꎮ 随着“放管服”指导意见的落地ꎬ科研经

费预算管理应聚焦“实效性”ꎬ构建“花钱必问效ꎬ无

效必问责”的科研管理体系ꎬ将防范科研风险作为

科学事业单位财务管理的重要任务ꎬ加强信息化系

统建设ꎬ提升内部控制管理水平ꎬ建立负面清单制度

等ꎬ将“放管服”真正落实到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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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通过对行政事业单位财政支出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展开分析ꎬ将财务支出管理思想引入行政事业单位的管理工

作中ꎬ强化支出管理ꎬ是我国建设“节约型政府”的一项重大举措ꎮ 为此ꎬ近年来ꎬ对行政事业单位支出管理展开深入研究ꎬ发现通

过对财政支出加强管理ꎬ可以极大地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及效益ꎬ从而促使财政建设资金的合理利用ꎮ 为了更好地进行财

政资金支出管理ꎬ文章拟从当前行政事业单位财政支出存在的常见问题入手展开研究ꎬ并提出相应的对策ꎬ以促进我国行政事业

管理水平的提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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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深化、税费减免力度

不断加大的同时ꎬ政府各个部门对财政支出资金的

要求也在不断增长ꎬ这就造成了政府财政的压力越

来越大ꎮ 在有限的资金条件下ꎬ必须通过有效管理

来强化经费使用ꎬ从而提高财政经费的使用效率ꎬ减

轻财政负担ꎮ 当前ꎬ尽管行政事业单位在财政支出

管理工作方面富有一定成效ꎬ但由于研究时间尚短ꎬ

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务中都还存在诸多问题ꎮ

为此ꎬ分析我国行政事业单位在财政支出中存在的

各项问题ꎬ并根据问题提出对策ꎬ以期能够推动我国

行政事业单位对财务支出管理水平的提升ꎮ

１　 行政事业单位财政支出常见问题及对策

１.１　 缺乏完善的评价管理体制

良好的财政支出绩效评估管理系统可以有效地

推动行政事业单位管理工作的高质量发展ꎬ因此ꎬ要

使其不断地规范化、制度化ꎮ 然而ꎬ在目前情况下ꎬ

行政事业单位的业绩考核和绩效管理还存在诸多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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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ꎮ 其中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财政支出管理制度不够

健全ꎬ由于绩效评估刚开始不久ꎬ经验不足ꎬ有些部

门的财政支出绩效评估管理制度不健全ꎬ监督力度

不强ꎬ在绩效评估过程中还存在着资金利用效率偏

低等问题ꎮ

１.２　 缺乏统一的管理部门

目前ꎬ我国的财政支出管理主体主要有各级财

政部门、行政事业单位本身ꎬ然而ꎬ与现实状况相比ꎬ

财政支出管理的发展刚刚起步ꎬ其自身的定位、管理

方法与机制都还不够完善ꎬ难以实现财政支出管理

的高效实施ꎮ 首先ꎬ在行政事业单位内部基本没有

设立专门从事财政支出管理的机构或部门ꎬ缺少系

统化、科学化的措施予以支持ꎬ导致财政支出管理工

作的效率下降ꎮ 其次ꎬ基层金融机构管理工作缺少

健全的运行机制ꎬ也没有专门的专家开展引导工作ꎬ

且多数专家组由兼职人员组成ꎬ不具备深度进行管

理能力ꎮ 最后ꎬ行政事业单位对公共服务机构工作

的认识不足ꎬ导致管理结果有偏差ꎬ缺乏客观性、公

正性和可比性ꎮ

１.３　 缺少清晰的管理目标设定

不清楚与不明确的财政支出管理目标会使行政

事业单位在财政支出时出现误会ꎬ导致财政支出的

结果缺乏准确性ꎬ不能准确表现出行政事业单位财

政支出的良好情况ꎬ由此无法调动行政事业单位人

员的工作热情ꎬ在工作中很可能会出现敷衍了事的

情况ꎬ从而影响支出管理的效果ꎮ 在实际的支出管

理工作中ꎬ发现在制订支出管理目标的过程中ꎬ存在

问题ꎮ 例如ꎬ对支出管理目标的设置不够清晰ꎬ将工

作内容与支出管理混为一谈ꎬ工作内容是能够体现

出支出管理目标的主要因素ꎬ支出管理则是与单位

财务工作相关的内容ꎬ两者并不是同一内容ꎬ设置清

晰的支出管理目标可以帮助提高行政事业单位的支

出管理工作效率ꎮ

１.４　 财政支出监督动能不足

目前ꎬ行政单位财政支出监督主体未将自身的

主观能动性进行发挥ꎬ主要表现为监督的主体认为

监督就是“多管闲事”ꎬ容易破坏同事之间的关系ꎬ

并且其也没有充分执行财政支出监督背书的权利ꎬ

在监督时考虑较多ꎬ这种现象的出现使得行政事业

单位各项工作无法得到有效约束ꎬ从而影响其财政

支出监督效率的提升ꎮ 另外ꎬ还有部分行政事业单

位中的财政支出监督人员没有可以遵循的财政支出

监督制度体系ꎬ在发生问题时ꎬ无法及时找到解决的

办法ꎬ产生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行政事业单位没

有以党和国家的监督体系为依据ꎬ进行财政支出监

督操作细则制订ꎬ单位财政支出监督在执行时缺乏

相关的抓手与具体的实施步骤ꎬ从而影响财政支出

监督工作的有效开展[１]ꎮ

１.５　 财政支出监督能力相对薄弱

当前ꎬ行政事业单位财政支出监督存在监督能

力相对薄弱的现象ꎬ制约因素主要包括:首先ꎬ单位

中监督主体的监督意识相对薄弱ꎬ缺乏较高的专业

素养ꎻ其次ꎬ单位中财政支出监督的信息化建设程度

有待提高ꎬ没有结合新时代下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

特征进行信息化建设ꎮ 而且大多数行政单位均将业

务放在管理重心ꎬ对管理方面的工作缺乏关注ꎬ特别

是单位中的管理层主要将发展目标放在发展业务的

领域ꎬ对监督管理方面缺乏关注ꎬ这使得单位中的基

层员工也会产生这种意识ꎬ从而影响了行政事业单

位中财政支出监督工作的开展监督ꎮ 另外ꎬ行政事

业单位中对财政支出监督岗位也没有进行科学设

置ꎬ仅是通过基础财政支出人员对相关的数据对各

部门进行监督ꎬ行政事业单位中决策层缺乏监督ꎬ从

而对财政支出监督的职能产生削弱ꎮ 随着新时期会

计制度的改革ꎬ信息化建设已经成为各领域关注的

重点ꎬ而行政单位对信息技术的引入相对滞后ꎬ而行

政事业单位对赖以监督的精准成本核算、预算资金

绩效管理等会计信息质量要求显著ꎬ如果缺乏信息

化建设ꎬ就不能对事业单位的财政支出监督进行多

维度的开展ꎮ

１.６　 财政支出管理手段偏少

当前ꎬ行政事业单位的财政支出管理手段较为

匮乏ꎬ主要是单位中各级管理岗位对监督理念还没

有进行全面认识ꎬ从而在执行财政支出管理时ꎬ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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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选择科学合理的方式ꎮ 行政事业单位在财政支

出管理时不能清晰把握财政支出监督的主要理念ꎬ

导致自身在管理时出现管理缺位以及管理越权的现

象ꎬ并且管理主体在管理过程中缺乏多元化的管理

方式ꎬ未及时对管理手段进行改革与创新ꎬ在管理时

仍然使用传统的监督方式ꎬ从而产生管理虚化现象ꎬ

影响财政支出管理职能的发挥ꎮ

２　 行政事业单位财政支出问题解决对策

２.１　 建立完善财政支出评价体系

健全的财政支出考评制度ꎬ是搞好考评工作的

根本保障ꎮ 目前ꎬ我国对行政事业单位的财政支出

评估尚处于初步的研究与探讨阶段ꎬ诸多方面尚有

不足之处ꎮ 所以ꎬ只有建立健全的财政支出评估制

度ꎬ才能更好地将财政支出评估纳入绩效评估系统ꎬ

提升财政支出评估的效能ꎮ 在实施过程中ꎬ要保证

评价对象对评估的程序、范围和目的有清晰的认识ꎮ

同时ꎬ还能将预算体系的优势有机融合ꎬ财政支出的

管理需求也可以得到清晰界定ꎬ有效进行行政事业

单位的各项考核与评估工作ꎬ让行政事业单位的资

金利用效率得到提升ꎮ 此外ꎬ还可以定期邀请有关

专家、学者开展业绩评估的有关知识ꎬ让被评者和评

估主体都能对其有足够的了解和关注ꎬ并有效地避

免各类不需要的风险[２]ꎮ

２.２　 严肃财经纪律ꎬ树立财政支出监督理念

行政事业单位应该制订严肃的财政支出监督纪

律ꎬ对单位中监督主体的监督理念进行树立ꎬ这需要

单位在日常运行中加大对财政支出监督作用的宣传

力度ꎬ为财政支出监督工作的开展营造良好的氛围ꎬ

并将资金管理的有效性作为单位财政支出监督的核

心ꎬ增强单位中人员对财政支出监督的敬畏ꎬ促进各

岗位人员财政支出监督意识的增强ꎬ从而有效推动

单位财政支出监督工作的开展ꎮ

２.３　 提升人员素质ꎬ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行政事业单位应该根据自身发展情况对单位中

人员素质进行提升ꎬ加强单位中人才队伍的监督ꎬ这

能够有效推动单位财政支出监督职能的有效发挥ꎮ

行政事业单位首先应该对单位中的人员进行培训ꎬ

加强其对财务知识的了解ꎬ其中包括对财务审批以

及支出标准与票据合规性方面进行培训ꎬ从根源上

减少单位财政支出问题的出现ꎬ防止单位中财务风

险的发生ꎮ 在此基础上ꎬ行政事业单位还需要对财

政支出核算与复核方面的工作进行把关ꎬ让单位的

会计核算基础得到巩固ꎬ从而让行政事业单位的会

计核算得到有效规范ꎮ 另外ꎬ行政事业单位中的财

务人员需要在新时代下开展转型工作ꎬ单位可以为

财务人员提供专业的培训ꎬ使其专业素养得到提高ꎬ

能够敏感地判断单位中存在的各项财务问题ꎬ以此

来促进行政事业单位财务规范运作水平的提升ꎮ

２.４　 完善内控制度建设ꎬ推进管理落地落实

第一ꎬ行政事业单位需要将财政支出管理的岗

位责任制进行明确ꎬ强化单位中财政支出管理的各

岗位职责ꎬ并将其作为开展财政支出管理工作的依

据ꎮ 在进行资金管理过程中ꎬ行政事业单位中的财

政支出管理主体应该将自身的监督职责进行分离ꎬ

避免出现多重审核的现象ꎬ提高财政支出管理的效

率ꎮ 另外ꎬ行政事业单位还需要对各岗位实施轮岗ꎬ

使其他岗位人员了解到财政支出管理的重要性ꎬ从

而能够在日后的财政支出监督工作中更好地配合财

政支出管理主体ꎮ

第二ꎬ行政事业单位需要对自身的财政支出管

理基础进行夯实ꎬ巩固财政支出管理的根基ꎬ主要是

从完善预算管理方面来实施事前的财政支出管理ꎬ

各财政支出管理主体需要将自身的职能前移ꎬ参与

到单位的决策之中ꎬ从而对单位的资金分配与对外

投资等工作能够提供更好的决策意见ꎬ并及时提出

决策中存在的财务问题ꎬ这不仅能够降低财务风险

的产生ꎬ还能够提高单位资金的有效配置ꎮ 另外ꎬ行

政事业单位还需要对业财融合进行推进ꎬ对事中的

财政支出管理职能进行强化ꎬ主要是通过对财务会

计与经济业务之间的融合与协作的支持机制进行强

化ꎬ让财务人员能够参与业务活动ꎬ第一时间掌握业

务活动中的财务信息ꎬ并对其进行及时的预算与核

算ꎬ判断业务流程中是否存在财务风险与问题[３]ꎮ

第三ꎬ行政事业单位需要对财务预算执行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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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过程的管理ꎬ特别是对项目经费使用与绩效目标

设定等方面的工作进行实时管理ꎬ这样既能够对年

度预算进行细化ꎬ准确分配至各部门或者各岗位ꎬ从

而更好地实施财政支出管理通报ꎬ避免财务预算目

标偏离企业发展目标ꎮ 在对财务预算约束强化的过

程中ꎬ行政事业单位还需要根据以往年度的预算执

行情况ꎬ对预算项目进行定期梳理ꎬ从而加强对单位

中资金的统筹管理ꎬ筛选不急于开展的项目ꎬ将资金

运用在急需资金的项目之中ꎬ这样能够有效提高单

位中财务资金的使用与配置效率ꎬ推动单位的财务

管理职能的发挥ꎮ

第四ꎬ资产的加强监管也是行政事业单位需要

重视的内容ꎬ监管时单位需要遵守国有资产配置的

相关条例ꎬ发现超标准配备的办公设备需要了解情

况ꎬ不能随意对各项资产执行报废与升级ꎬ单位可以

实施跨部门调剂方式ꎬ让单位中的各项资产能够得

到有效分配与使用ꎮ 优化单位的资产管理流程ꎬ登

记单位中的各项入库资产以及资产的折旧、出借以

及出租与处置等情况ꎬ让单位固定资产账簿中的数

据能够对管理系统中的数据一致ꎬ并在此基础上完

善单位的固定资产台账ꎮ 此外ꎬ单位还需要定期清

查单位资产ꎬ全面了解单位的货币资金、往来款项及

实物资产等信息ꎬ根据信息技术调整单位的管理方

式ꎬ从而有效地维护单位资产的安全及完整性ꎬ这不

仅能使行政事业单位的国有资产报告水平得到提

升ꎬ还能够促进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的管理水平

提升ꎮ

第五ꎬ行政事业单位需要加强对合同的管理ꎬ在

合同产生时ꎬ单位需要管理及跟踪ꎬ并全面审查合同

中签订条件与内容ꎬ遵守法规ꎬ避免产生合同执行风

险ꎬ从而保证行政事业单位财政支出的安全准确性ꎮ

在合同完成后ꎬ行政事业单位还需要根据合同中的

相关内容ꎬ实施后续跟踪ꎬ组成验收小组ꎬ监督单位

采购项目是否按照合同要求开展ꎮ

最后ꎬ行政事业单位需要对预算与国库集中支

付等内容的相关法律法规加强监管ꎬ有效管理行政

事业单位的财政拨款ꎬ避免出现虚假列支与擅自改

动付款用途的现象ꎬ并严格控制支出的标准ꎬ规范行

政事业单位财政资金的支付情况ꎬ确保支出在符合

规定的情况下进行ꎮ 行政事业单位在财政支出时要

保证票据的真实性ꎬ让票据具有齐全的审批手续ꎬ从

而更好地促进行政事业单位财务预算监管工作的

开展ꎮ

３　 结论

总体而言ꎬ行政事业单位应该将财政支出管理

贯穿单位的各项工作之中ꎬ明确与创新管理重点与

管理模式ꎬ并有效结合信息技术ꎬ来丰富单位的财政

支出管理渠道ꎮ 行政事业单位中的财政支出管理主

体应该增强自身的监督意识ꎬ避免出现“不敢管理”

的现象ꎬ可以利用开展警示教育的方式ꎬ在单位中定

期播放相关的教育片ꎬ让被管理主体能够在实际案

例中吸取教训ꎮ 另外ꎬ行政事业单位中的管理层也

要避免在财政支出管理过程中出现重视业务ꎬ轻视

财务的现象ꎬ应该将两方面结合ꎬ从而有效促进单位

财政支出管理工作职能的发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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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建筑行业的快速发展和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ꎬ建筑施工企业面临技术创新和转型升级的迫切需求ꎮ 研发费用

作为推动企业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关键因素ꎬ其管理水平直接影响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ꎮ 然而ꎬ当前部分建筑施工

企业在研发费用管理上仍存在诸多不足ꎬ如资金分配不合理、研发费用缺乏税务筹划、项目管理不规范等ꎬ严重制约企业的技术

创新和可持续发展ꎮ 因此ꎬ深入探讨建筑施工企业研发费用管理的策略ꎬ对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推动行业技术进步具有重要

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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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在当前建筑行业快速发展和市场竞争日益激烈

的背景下ꎬ建筑施工企业的技术创新和转型升级显

得尤为迫切ꎬ研发费用的有效管理作为推动企业技

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关键因素ꎬ直接影响企业的创

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ꎮ 近年来ꎬ国家层面出台一系

列政策文件ꎬ如«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执行指引

(２.０ 版)»«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新政指引»以及

«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提升行动方案 ( ２０２２—２０２３

年)»ꎬ旨在通过税收优惠、政策支持等措施ꎬ激励企

业加大研发投入ꎬ提升技术创新能力ꎬ为建筑施工企

业提供研发费用管理的方向和策略参考ꎬ对解决当

前企业研发资金分配不合理、研发费用缺乏税务筹

划、项目管理不规范等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

义[１]ꎮ 因此ꎬ深入探讨如何优化建筑施工企业的研

发费用管理策略ꎬ对推动企业乃至整个建筑行业的

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ꎮ

１　 加强建筑施工企业研发费用管理的重

要性

１.１　 强化技术创新驱动力

在建筑施工企业中ꎬ技术创新是行业进步的基

石ꎬ而研发费用的有效投入与精细化管理ꎬ则是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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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不断探索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的关键ꎮ 借助

精准规划研发预算ꎬ确保资金向具有前瞻性和突破

性的项目倾斜ꎬ从而加速科技成果转化与应用ꎬ不仅

提升施工效率与质量ꎬ还为企业构建起技术壁垒ꎬ引
领行业发展趋势ꎮ 由内而外的技术创新驱动力ꎬ是
企业在激烈市场竞争中保持领先地位ꎬ实现差异化

发展的关键所在ꎮ
１.２　 铸就企业核心竞争力

研发费用管理的强化ꎬ直接关乎建筑施工企业

核心竞争力的塑造与提升ꎮ 在建筑行业日益同质化

竞争的背景下ꎬ企业若想在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ꎬ必
须拥有独特的竞争优势ꎬ而强大的研发能力正是这

一优势源泉ꎮ 运用精细化的研发费用管理ꎬ企业能

集中资源攻克技术难题ꎬ开发出符合市场需求、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专利技术和产品ꎬ从而在工程承揽、
成本控制、施工效率等方面形成显著优势ꎬ铸就难以

复制的核心竞争力ꎬ为企业的长远发展奠定坚实的

基础ꎮ
１.３　 推动行业可持续发展

加强建筑施工企业研发费用管理ꎬ是推动整个

行业向绿色、低碳、可持续方向发展的重要驱动

力[２]ꎮ 在环保法规日益严格、资源约束趋紧的当

下ꎬ研发费用的有效投入ꎬ能够激励企业研发节能环

保的施工技术和材料ꎬ减少施工过程中的环境污染

和能源消耗ꎮ 绿色技术的应用ꎬ不仅有助于企业降

低运营成本ꎬ提升品牌形象ꎬ而且对整个社会环境有

积极贡献ꎮ 长远来看ꎬ基于研发创新的可持续发展

模式ꎬ将引领建筑行业迈向绿色、健康、和谐的发展

轨道ꎮ

２　 建筑施工企业研发费用管理存在的问题

２.１　 研发资金分配不合理

在建筑施工企业的研发费用管理中ꎬ资金分配

的不合理性是制约创新效能提升的关键瓶颈[３]ꎮ
具体而言ꎬ企业倾向于将更多资金投入短期见效快、
技术门槛低的研发项目上ꎬ而忽视具有长远战略意

义但初期投入大、风险高的前沿技术探索ꎬ“急功近

利”的资金分配模式ꎬ不仅限制企业在关键技术领

域的突破能力ꎬ还会导致研发项目间的资源竞争加

剧ꎬ影响整体研发效率与成果质量ꎮ 此外ꎬ缺乏科学

的资金预算与动态调整机制ꎬ使得资金在使用过程

中难以灵活应对市场变化和技术发展趋势ꎬ进一步

加剧资金分配的不合理现象ꎮ
２.２　 研发项目管理不规范

研发项目管理的规范性直接影响研发活动的效

率和成果质量ꎬ在建筑施工企业中ꎬ项目管理不规范

的问题主要表现为:项目立项缺乏科学论证ꎬ目标设

定模糊ꎬ导致项目执行过程中方向不明、进度拖延ꎻ
项目执行过程中ꎬ缺乏有效的过程监控与风险管理

机制ꎬ问题发现滞后ꎬ应对措施不力ꎻ项目验收与评

估标准不统一ꎬ成果评价主观性强ꎬ难以客观反映研

发成效ꎮ 项目管理不规范问题不仅增加项目失败风

险ꎬ还导致资源浪费和信心受挫ꎬ影响企业整体研发

氛围和持续创新能力ꎮ
２.３　 研发费用缺乏税务筹划

税务筹划作为企业财务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对提高研发费用使用效率、降低税负具有重要意义ꎮ
然而ꎬ在建筑施工企业中ꎬ研发费用税务筹划的缺失

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ꎬ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
是企业对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税收优惠政策了解不

够深入ꎬ未能充分利用政策红利ꎻ二是在研发费用的

核算与管理上ꎬ缺乏精细化的税务筹划思维ꎬ导致部

分符合条件的研发费用未能得到合理扣除ꎻ三是企

业在面对税务审计和检查时ꎬ往往因缺乏充分的税

务准备而陷入被动局面ꎮ 上述问题不仅增加企业税

收负担ꎬ还导致税务风险的发生ꎬ影响企业的稳健运

营和可持续发展ꎮ

３　 优化建筑施工企业研发费用管理的策略

３.１　 合理配置研发资源

３.１.１　 增加研发经费投入比例

建筑施工企业应积极拓宽资金来源渠道ꎬ加大

研发经费的投入比例ꎮ 一方面ꎬ企业可从年度利润

中划拨固定比例的资金专门用于研发活动ꎬ确保研

发资金的稳定供应ꎻ另一方面ꎬ加强与金融机构的合

作ꎬ争取更多的信贷支持ꎮ 同时ꎬ积极引入战略投资

者ꎬ共同承担研发风险ꎬ共享研发成果带来的收益ꎬ
设立内部研发基金ꎬ鼓励员工参与研发项目的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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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实施ꎬ对有潜力的项目给予资金支持ꎮ 在增加投

入比例的过程中ꎬ建立严格的资金监管机制ꎬ确保每

一笔研发经费都能得到合理使用和有效监督ꎮ

３.１.２　 精准定位研发项目方向

建筑施工企业需深入调研市场需求和行业发展

趋势ꎬ精准定位研发项目方向ꎬ密切关注国家政策导

向ꎬ聚焦绿色建筑、智能建造、装配式施工等前沿领

域ꎮ 组建专业的市场调研团队ꎬ定期收集和分析行

业数据ꎬ加强与客户的沟通交流ꎬ了解其在建筑质

量、功能、环保等方面的个性化需求ꎬ为研发项目选

定提供有力依据ꎮ 此外ꎬ建立项目评估体系ꎬ综合考

虑技术可行性、经济社会效益、市场竞争态势等因

素ꎬ对备选项目进行全面评估和筛选ꎬ确保研发项目

与企业的长期发展战略契合ꎮ

３.１.３　 提高研发资金使用效益

建筑施工企业要优化研发资金的使用流程ꎬ提
高使用效益ꎮ 强化预算管理ꎬ制订详细且科学合理

的研发资金预算方案ꎬ明确各项费用的支出标准和

范围ꎬ同时建立资金使用跟踪机制ꎬ实时监控资金流

向和使用进度ꎬ及时发现并纠正资金使用中的偏差ꎮ
对研发项目进行阶段性评估ꎬ根据评估结果调整资

金分配ꎬ对进展顺利、成果显著的项目给予更多支

持ꎬ对进展不佳的项目及时止损ꎮ 引入成本效益分

析方法ꎬ对研发项目的投入产出进行量化评估ꎬ确保

资金投入能够带来预期的经济效益和技术提升ꎬ杜

绝资金浪费和滥用现象的发生ꎮ

３.１.４　 设立科学的团队激励机制

建筑施工企业应当设立科学的团队激励机制ꎮ
首先ꎬ建立公平合理的薪酬体系ꎬ根据员工的工作表

现和贡献ꎬ给予相应的薪酬调整和绩效奖金ꎬ对在研

发项目中取得突出成果的团队成员ꎬ给予高额奖励ꎬ

以激励员工的积极性ꎻ其次ꎬ提供多样化的福利ꎬ如
健康保险、带薪休假、住房补贴等ꎬ提高员工的满意

度和归属感ꎻ最后ꎬ为员工规划清晰的职业发展路

径ꎬ设立技术和管理双通道晋升机制ꎬ让员工看到自

身发展空间ꎬ对有潜力的员工ꎬ提供晋升机会和组织

力培训ꎮ 此外ꎬ设立荣誉奖项ꎬ如“创新之星”“杰出

团队奖”等ꎬ对表现优秀的员工和团队进行表彰和

宣传ꎬ营造积极向上的工作氛围ꎬ激发团队的创新活

力和凝聚力ꎮ

３.２　 规范研发项目管理流程

３.２.１　 简化研发项目审批程序

建筑施工企业应当对研发项目审批程序进行简

化ꎬ以提高研发效率ꎮ 其一ꎬ建立一站式审批平台ꎬ
将涉及研发项目的各个部门和环节集中到线上平

台ꎬ实现信息共享和同步处理ꎬ减少文件传递和等待

时间ꎮ 明确审批标准和流程ꎬ制订清晰、详细且易于

理解的审批指南ꎬ让申报人员清楚知晓需要提交的

材料和审批的关键节点ꎬ避免因信息不明导致的反

复沟通和修改ꎮ 其二ꎬ对常规性的研发项目ꎬ设立快

速审批通道ꎬ在确保合规的前提下ꎬ减少不必要的审

核环节ꎬ加快审批速度ꎮ 建立预审批机制ꎬ对重要且

紧急的研发项目ꎬ提前进行初步审查和评估ꎬ为正式

审批做好充分准备ꎬ缩短整体审批时间ꎬ并定期对审

批程序进行评估和优化ꎬ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审批流

程和标准ꎬ使其始终保持高效和合理[４]ꎮ

３.２.２　 强化项目进度和质量监控

建筑施工企业要强化研发项目的进度和质量监

控ꎮ 首先ꎬ制订详细的项目进度计划ꎬ将项目分解为

具体的任务和阶段ꎬ明确每个任务的开始时间、结束

时间和责任人ꎬ并建立严格的时间节点ꎮ 建立定期

汇报制度ꎬ要求项目负责人定期向上级汇报项目进

展情况ꎬ包括已完成的工作、遇到的问题和下一步计

划ꎮ 其次ꎬ设置专门的监控团队或岗位ꎬ负责对项目

进度和质量进行实时跟踪和检查ꎬ及时发现偏差和

问题ꎬ引入先进的项目管理工具和技术ꎬ如项目管理

软件、数据分析工具等ꎬ提高监控的准确性和效率ꎮ

对出现的进度滞后或质量问题ꎬ迅速组织相关人员

进行分析和解决ꎬ制订针对性改进措施ꎬ并跟踪措施

的执行情况ꎬ确保项目能够按时、高质量地完成ꎮ
３.２.３　 加大成果转化和技术推广力度

建筑施工企业需要加大研发成果的转化和技术

推广力度ꎮ 一方面ꎬ建立成果转化机制ꎬ明确成果转

化的流程和责任部门ꎬ加强研发部门与生产部门、市

场部门的协同合作ꎬ共同推动成果的产业化应用ꎻ另
一方面ꎬ设立专项转化资金ꎬ用于支持成果转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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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中试、生产设备购置等环节ꎬ降低转化风险和成

本ꎮ 同时ꎬ加强对市场需求的调研和分析ꎬ根据市场

反馈对研发成果进行优化和改进ꎬ提高其市场适应

性ꎮ 通过举办技术交流会、产品展示会等活动ꎬ积极

向行业内其他企业和客户推广新技术、新产品ꎬ提升

企业的技术影响力和市场份额ꎮ
３.３　 扩大外部合作与交流

３.３.１　 深化产学研一体化合作

建筑施工企业应大力深化产学研一体化合作ꎬ
以提升研发创新能力ꎬ与高校和科研机构签订长期

合作协议ꎬ共同设立研发项目ꎬ针对企业面临的技术

难题和市场需求开展专项研究ꎬ企业提供资金和实

践场景ꎬ高校和科研机构提供智力支持和前沿理论ꎮ
建立联合实验室或研发中心ꎬ为双方的研究人员提

供稳定的工作场所和先进的实验设备ꎬ促进知识和

技术的无缝对接ꎮ 开展人才交流与培养ꎬ企业选派

技术骨干到高校进修ꎬ高校安排学生到企业实习ꎬ培
养既懂理论又有实践经验的复合型人才ꎮ 定期召开

产学研合作研讨会ꎬ总结经验教训ꎬ及时调整合作方

向和重点ꎬ确保合作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ꎮ
３.３.２　 建立行业信息共享平台

建筑施工企业应当积极建立行业信息共享平

台ꎬ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协同发展ꎮ 首先ꎬ平台应

整合行业内的各类信息资源ꎬ包括政策法规、技术标

准、市场动态、项目案例等ꎬ为企业提供全面准确的

信息服务ꎻ其次ꎬ设立专门的信息管理团队ꎬ负责对

平台上的信息进行收集、整理、审核和更新ꎬ确保信

息的及时性和有效性ꎻ最后ꎬ平台应具备交流互动功

能ꎬ企业可以在平台上发布自身的需求和成果ꎬ与其

他企业进行交流和合作ꎬ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ꎮ
３.４　 加强研发费用的税务筹划

建筑施工企业要强化研发费用的税务筹划ꎬ以
降低税负并提高资金使用效率ꎮ 首先ꎬ规范研发费

用的核算和管理ꎬ建立详细的台账ꎬ准确区分研发活

动和非研发活动的费用支出ꎬ确保符合条件的研发

费用能够得到准确归集和核算ꎮ 其次ꎬ提前规划研

发项目ꎬ合理安排费用支出的时间和金额ꎬ充分利用

税收优惠的时间节点和额度限制ꎬ对跨年度的研发

项目ꎬ做好费用的分摊和调整ꎬ以最大化享受税收优

惠ꎮ 最后ꎬ与税务部门保持良好的沟通ꎬ及时咨询政

策的适用问题ꎬ确保企业的税务筹划方案符合税务

机关的要求ꎬ在税务审计和检查时ꎬ能够提供完整准

确的资料ꎬ避免税务风险[５]ꎮ

４　 结论

文章针对建筑施工企业研发费用管理中存在的

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ꎬ并提出相应的优化策略ꎮ 通

过对研发资金的合理配置、加强研发团队建设和项

目管理、扩大外部合作与交流、加强税务筹划等一系

列措施ꎬ可以有效提升企业的研发效能和市场竞争

力ꎮ 未来ꎬ随着国家对科技创新支持力度的不断加

大以及建筑行业技术革新的加速推进ꎬ建筑施工企

业应继续深化研发费用管理改革ꎬ不断探索适合自

身特点的研发管理模式ꎬ以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占据有利地位ꎮ 同时ꎬ企业还需紧跟行业发展动态ꎬ
适时调整研发方向ꎬ把握市场机遇ꎬ为推动建筑行业

的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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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共享模式下公路施工企业业财融合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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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财务共享模式下ꎬ公路施工企业的业财融合成为提升企业管理效率、优化资源配置及强化内部控制的重要途径ꎮ

然而ꎬ当前公路施工企业在业财融合过程中仍存在业务与财务数据脱节、系统整合难度大、缺乏专业人才及数据繁杂等问题ꎮ 文

章分析了这些问题ꎬ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ꎬ以期为公路施工企业实现业财融合提供参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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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ꎬ财务共享服务中心

作为一种先进的管理模式在各行各业得到了广泛应

用ꎮ 对公路施工企业而言ꎬ财务共享模式不仅可以

显著提高管理效率ꎬ优化资源配置ꎬ还能加强内部控

制ꎮ 然而ꎬ在业财融合的过程中ꎬ公路施工企业面临

诸多挑战ꎮ

１　 财务共享模式下公路施工企业业财融合

的重要性
财务共享模式下ꎬ公路施工企业的业财融合在

提高管理效率、资源配置和强化内部控制方面具有

重要意义ꎮ 首先ꎬ业财融合在财务共享模式下的实

施ꎬ推动了企业信息化水平的提升ꎮ 通过先进的信

息技术和数据管理工具ꎬ企业能够实现业务流程的

自动化和智能化ꎮ 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

的应用ꎬ使企业能够高效地进行数据分析和决策支

持ꎬ提升管理的精细化水平ꎮ 例如ꎬ通过大数据分

析ꎬ企业可以对项目成本进行精准预测和控制ꎬ优化

施工方案ꎬ降低运营成本ꎬ提升项目的经济效益ꎮ
其次ꎬ财务共享模式下的业财融合ꎬ有助于提高

企业的整体竞争力ꎮ 在当前市场环境下ꎬ公路施工

企业面临激烈的竞争和复杂的经营环境ꎮ 通过业财

融合ꎬ企业能够实现业务与财务的高度协同ꎬ提高应

对市场变化的灵活性和反应速度ꎮ 统一的数据平台

和管理体系ꎬ使企业能够迅速整合内外部资源ꎬ优化

生产运营和管理流程ꎬ提升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

展能力[１]ꎮ
最后ꎬ业财融合不仅是企业管理发展的趋势ꎬ更

是国家信创(信息技术应用创新)的重要要求ꎮ 国

家信创旨在推动信息技术在各行业的广泛应用ꎬ提
升国家整体的信息化水平和自主创新能力ꎮ 在这一

背景下ꎬ业财融合作为企业信息化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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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了广泛重视和推广ꎮ

２　 财务共享模式下公路施工企业业财融合

存在的主要问题
鉴于财务共享模式下业财融合的重要性ꎬ无论

是从国家的要求还是企业自身的发展需求来看ꎬ公
路施工企业需要大力推广业财融合ꎮ 但在财务共享

模式下ꎬ公路施工企业在推进业财融合的过程中ꎬ面
临一系列复杂的问题ꎮ 这些问题不仅影响企业的管

理效率和运营效果ꎬ还可能制约企业的长远发展ꎮ
２.１　 业务与财务数据脱节

在财务共享模式下ꎬ公路施工企业面临的显著

问题是业务与财务数据脱节ꎮ 这种脱节主要表现为

业务数据和财务数据在生成和传递过程中缺乏有效

对接和同步ꎬ导致企业在决策和管理过程中面临诸

多困难ꎮ 首先ꎬ传统管理模式下ꎬ业务部门和财务部

门往往独立运作ꎬ各自生成和管理自己的数据ꎬ这种

独立性使得业务数据无法及时传递到财务部门ꎬ导
致财务信息滞后于业务实际情况ꎮ 例如ꎬ施工项目

的进度和成本信息不能实时反映在财务系统中ꎬ财
务部门在进行资金安排和成本控制时缺乏最新的业

务数据支持ꎬ影响决策的准确性和及时性ꎮ 其次ꎬ业
务数据与财务数据在数据格式、处理流程和使用标

准等方面存在差异ꎬ进一步加剧了两者的脱节ꎮ 业

务数据多为实时生成的动态数据ꎬ而财务数据则需

要经过一定的审核和处理ꎬ这种时间上的不一致使

得财务数据无法全面、准确地反映业务活动的现状ꎮ
２.２　 系统整合难度大

在财务共享模式下ꎬ公路施工企业面临的另一

大挑战是系统整合难度大ꎮ 系统整合的难度主要源

于多方面的因素ꎬ这些因素共同作用ꎬ增加了业财融

合的复杂性ꎮ 首先ꎬ公路施工企业通常采用多种业

务系统和财务系统ꎬ各系统之间的技术架构、数据格

式和操作流程存在显著差异ꎮ 这些系统往往是不同

供应商在不同时间段开发和部署的ꎬ缺乏统一的标

准和规范ꎬ导致系统间的兼容性和互操作性较差ꎮ
例如ꎬ某些业务系统可能使用陈旧的技术架构ꎬ难以

与现代财务系统进行数据交换和对接ꎬ造成数据孤

岛和信息断层ꎮ
其次ꎬ公路施工企业的业务范围广泛ꎬ涉及工程

管理、进销存管理、设备维护、人员管理等多个方面ꎬ

每个业务领域都有其专用的信息系统ꎮ 要实现这些

业务系统与财务系统的整合ꎬ需要对每个系统进行

详细的需求分析和技术改造ꎮ 这不仅耗时耗力ꎬ还
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资金ꎬ增加了系统整合的难

度和成本ꎮ
最后ꎬ不同系统的数据标准和处理逻辑存在差

异ꎬ数据在不同系统之间传递和转换时容易出现错

误和遗漏ꎮ 数据一致性和准确性的保障成为系统整

合过程中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ꎮ 如果数据在传递过

程中出现偏差ꎬ将直接影响财务数据的可靠性和决

策的准确性ꎮ
２.３　 缺乏专业人才

在财务共享模式下ꎬ公路施工企业在业财融合

过程中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是缺乏专业人才ꎮ 这种

人才缺乏不仅体现在数量上ꎬ更在于质量和技能结

构的不足ꎮ 首先ꎬ财务共享模式要求员工不仅具备

传统的财务管理能力ꎬ还需要掌握现代信息技术和

数据分析能力ꎬ能够在复杂的信息系统环境下进行

操作和决策ꎮ 然而ꎬ当前市场上既懂财务又懂业务

流程和信息技术的复合型人才稀缺ꎬ且施工单位的

会计核算与其他行业存在一定的差异ꎬ公路施工企

业难以找到符合要求的复合型人才ꎬ导致业财融合

的推进受到阻碍ꎮ
其次ꎬ现有的财务和业务人员在知识结构上存

在明显的短板ꎮ 传统财务人员通常习惯于处理静态

的财务数据ꎬ缺乏动态业务数据的处理经验和能力ꎮ
而业务人员则更多关注具体项目的推进和执行ꎬ对
财务管理和数据分析的理解有限ꎮ 这种知识和技能

的鸿沟ꎬ使得在实际操作中ꎬ财务与业务人员难以高

效协同ꎬ影响业财融合的深度和效果[２]ꎮ
２.４　 数据繁杂

在财务共享模式下ꎬ公路施工企业面临的数据

繁杂问题尤为突出ꎬ这主要体现在横向和纵向两个

维度上ꎮ 横向方面ꎬ公路施工企业的业务覆盖范围

广泛ꎬ涉及项目管理、大宗贸易、进销存管理、人力资

源管理、质量控制等多个环节ꎬ会产生大量的业务数

据和财务数据ꎮ 这些数据由于来源不同ꎬ格式多样ꎬ
标准不统一ꎬ造成数据整合和共享的困难ꎮ 例如ꎬ不
同部门可能使用不同的管理系统和数据标准ꎬ导致

数据在格式、编码和定义上存在差异ꎬ从而增加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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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对接和处理的复杂性ꎮ
纵向方面ꎬ公路施工企业的项目周期通常较长ꎬ

涉及多个年度和阶段ꎬ每个阶段都会生成大量的历

史数据ꎮ 尤其是老项目的数据ꎬ由于其数据量大、数
据格式陈旧且分散在不同系统和文件中ꎬ整理和整

合工作量非常大ꎮ 老项目的数据往往缺乏系统的管

理和规范ꎬ数据质量参差不齐ꎬ可能存在数据缺失、
不完整或错误的情况ꎮ 这不仅增加了数据清洗和标

准化的难度ꎬ还影响了数据的准确性和一致性ꎬ进而

影响财务报告的准确性和管理决策的有效性ꎮ
此外ꎬ各种口径的数据增加了数据处理的复杂

性ꎮ 公路施工企业在不同场景下可能需要按照不同

的统计口径和维度来进行数据分析和报表编制ꎮ 例

如ꎬ项目管理部门需要按照项目进度和成本进行数

据统计ꎬ而财务部门则需要按照会计准则和财务报

表要求进行数据整理和核算ꎮ 不同口径的数据需求

导致数据处理和转换的复杂度大幅增加ꎬ需要企业

建立灵活的数据处理机制和转换规则ꎬ以满足各部

门的不同需求ꎮ

３　 财务共享模式下公路施工企业业财融合

的有效对策
在财务共享模式下ꎬ为解决公路施工企业业财

融合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ꎬ企业需要采取一系列

有效的对策ꎮ 这些对策既涉及技术层面的改进ꎬ也
包括管理机制的优化ꎬ旨在实现业务流程与财务管

理的深度融合ꎬ提升企业的整体运营效率和决策

能力ꎮ
３.１　 加强业务与财务数据的对接

加强业务与财务数据的对接是公路施工企业在

财务共享模式下实现业财融合的核心任务ꎬ这一过

程的有效推进对企业管理和决策具有至关重要的意

义ꎮ 首先ꎬ企业需要构建统一的数据标准和接口规

范ꎬ以确保业务系统和财务系统之间的数据可以顺

畅对接ꎮ 数据标准化是实现系统间高效数据传输的

基础ꎬ通过制订统一的数据格式、编码规则和数据传

输协议ꎬ企业可以消除不同系统间的数据隔阂ꎮ 例

如ꎬ建立标准化的 ＡＰＩ 接口ꎬ能够实现各系统间的

数据自动传输和实时同步ꎬ确保业务数据与财务数

据的一致性和准确性ꎮ 此外ꎬ企业还应利用中间件

技术来实现系统的集成ꎬ中间件可以作为数据交换

的桥梁ꎬ处理不同系统间的数据格式转换和协议适

配ꎬ简化数据对接的复杂度ꎮ
其次ꎬ企业应引入先进的数据集成平台和工具ꎬ

以支持复杂的数据对接和整合任务ꎮ 数据集成平台

能够将来自不同业务系统的数据进行集中处理和管

理ꎬ通过数据仓库和数据湖技术ꎬ将各类数据进行统

一存储和分析ꎮ 这样ꎬ不仅可以实现对业务数据和

财务数据的全面整合ꎬ还能为数据分析和决策提供

详尽的支持ꎮ 例如ꎬ利用 ＥＴＬ(提取、转换、加载)工
具ꎬ可以将业务系统中的项目进度、成本数据等信

息ꎬ提取到财务系统中ꎬ并进行必要的数据转换和清

洗ꎬ从而实现数据的准确对接和实时更新ꎮ
最后ꎬ企业需要建立跨部门的协作机制ꎬ以确保

业务部门和财务部门在数据对接过程中密切配合ꎮ
业务数据和财务数据的对接不仅涉及技术问题ꎬ还
涉及业务流程和管理规则的协调ꎮ 企业应设立专门

的协调小组ꎬ负责数据对接项目的推进和实施ꎬ明确

各部门的职责和任务ꎬ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ꎬ确保各

部门在数据对接过程中形成合力ꎮ 例如ꎬ定期召开

跨部门的协调会议ꎬ讨论数据对接中的问题和进展ꎬ
及时调整对接策略和方法ꎬ以确保数据对接工作的

顺利推进ꎮ
３.２　 推进系统整合和优化

推进系统整合和优化是公路施工企业在财务共

享模式下实现业财融合的关键步骤ꎮ 这一过程旨在

提高企业系统的协同效率ꎬ优化业务流程ꎬ从而提升

整体管理水平ꎮ 首先ꎬ企业需要进行系统评估和规

划ꎬ明确系统整合的目标和优先级ꎮ 通过对现有业

务系统和财务系统进行全面的评估ꎬ识别出系统之

间的冗余功能和流程瓶颈ꎬ制订系统整合的实施方

案ꎮ 评估内容包括系统的功能、性能、数据流和用户

需求等ꎬ以确保整合工作能够解决实际问题并满足

企业的长期发展需求ꎮ 例如ꎬ可以通过系统审核和

需求分析ꎬ确定哪些系统需要整合、哪些功能需要优

化、哪些系统需要升级或替换ꎮ
其次ꎬ企业应采用先进的技术工具和方法来实

现系统整合和优化ꎮ 构建集成架构是系统整合的核

心ꎬ通过使用企业服务总线(ＥＳＢ)、中间件和 ＡＰＩ 管
理平台ꎬ企业可以实现不同系统之间的无缝连接ꎮ
这些技术能够处理不同系统间的数据格式转换、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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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适配和接口调用ꎬ确保数据的高效传输和系统的

良好协同ꎮ 例如ꎬ利用 ＥＳＢ 技术ꎬ可以将财务系统、
项目管理系统和供应链系统的数据进行集成ꎬ确保

信息在各系统之间实时更新和同步ꎮ 此外ꎬ云计算

平台的使用可以为系统整合提供弹性和扩展性ꎬ通
过云服务ꎬ企业可以轻松部署和管理集成系统ꎬ减少

硬件投入和运维成本ꎮ
３.３　 培养复合型专业人才

在财务共享模式下ꎬ为解决公路施工企业在业

财融合过程中面临的专业人才短缺问题ꎬ企业需要

采取内外结合的方式ꎬ培养复合型专业人才ꎮ 其中

不仅包括内部培养ꎬ还涉及外部引进专业咨询团队ꎮ
对内ꎬ企业可以通过广泛选拔和培养复合型人

才ꎬ提升现有员工的综合素质和专业能力ꎮ 首先ꎬ企
业应建立系统化的培训体系ꎬ设计涵盖财务管理、业
务运营和信息技术等多个方面的培训课程ꎮ 通过定

制化的培训计划ꎬ使员工能够全面了解业务流程和

财务管理知识ꎬ掌握信息技术的应用和数据分析方

法ꎮ 其次ꎬ企业应支持员工参加职业认证和继续教

育ꎬ鼓励员工考取注册会计师(ＣＰＡ)、项目管理专

业人士(ＰＭＰ)等认证证书ꎬ参与行业研讨会和学术

交流ꎬ保持知识的前沿性ꎮ 通过这些措施ꎬ企业能够

提高员工的专业能力和跨领域知识ꎬ打造一支既懂

业务又精通财务和信息技术的复合型人才队伍ꎮ
对外ꎬ企业可以引进具有本行业业财融合建设

经验的专业咨询团队ꎬ提供专业的指导和支持ꎮ 这

些咨询团队通常具备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先进的管理

理念ꎬ能够为企业量身定制业财融合的解决方案ꎮ
通过与咨询团队的合作ꎬ企业可以借鉴成功经验ꎬ快
速推动业财融合进程ꎮ 例如ꎬ咨询团队可以帮助企

业进行业务流程梳理和优化ꎬ制订数据标准和系统

集成方案ꎬ提供专业的培训和技术支持ꎬ确保项目的

顺利实施ꎮ
３.４　 加强数据标准化建设

加强数据标准化建设是公路施工企业在财务共

享模式下实现业财融合的重要基础ꎬ能够显著提高

数据管理的效率和准确性ꎮ 数据标准化的核心在于

制订和实施统一的数据标准和规范ꎬ以确保不同系

统和部门间的数据能够无缝对接和高效利用ꎮ 首

先ꎬ企业应建立全面的数据标准化框架ꎬ包括数据格

式、数据定义、数据编码和数据接口等方面ꎮ 这需要

企业从业务需求和系统功能出发ꎬ制订符合实际情

况的标准化方案ꎮ 例如ꎬ企业可以制订统一的数据

格式标准ꎬ如日期格式、货币单位、数值精度等ꎬ确保

不同系统间的数据在传输和存储过程中保持一致

性ꎮ 同时ꎬ应建立统一的数据定义和术语库ꎬ对各类

数据进行明确的定义ꎬ避免因术语不统一而造成数

据误解和处理错误ꎮ
其次ꎬ企业应推动数据标准化工具和技术的应

用ꎬ以支持数据标准化的实施和管理ꎮ 引入数据管

理平台和标准化工具ꎬ如数据字典管理工具、数据质

量监控系统和数据集成平台ꎬ可以有效提高数据标

准化的实施效率和准确性ꎮ 这些工具能够帮助企业

集中管理和维护数据标准ꎬ监控数据质量ꎬ并进行数

据格式转换和数据清洗ꎮ 例如ꎬ数据字典管理工具

可以帮助企业建立和维护统一的数据定义库ꎬ确保

所有系统使用相同的数据标准ꎻ数据质量监控系统

可以实时监控数据的准确性和完整性ꎬ及时发现和

解决数据问题ꎬ保障数据的高质量ꎮ

４　 结论

综上所述ꎬ财务共享模式下的业财融合不仅是

技术上的挑战ꎬ更是管理上的机遇ꎮ 企业应以战略

眼光和前瞻思维ꎬ系统化地推进各项改革措施ꎬ积极

应对面临的问题和困难ꎬ为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奠定

坚实的基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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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传统财务模式重事后评价轻事前预测与事中控

制ꎬ导致决策滞后且缺乏灵活性ꎮ 随着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高速发展ꎬ企业需快速响应变化ꎬ实现财务管

理的事前预测、事中监督及事后评价闭环成为必然

趋势ꎮ 业财融合不仅要求财务融入业务全流程ꎬ还
强调通过精准预测、实时监控与深度分析ꎬ提升决策

科学性ꎬ确保企业持续竞争力ꎮ 文章探讨软件和信

息技术服务业中这一转变的必要性及实施路径ꎮ

１　 研究背景

１.１　 传统财务模式的弊端

传统财务会计工作大多侧重于事后评价ꎬ会计

职能主要着眼于记录、计算ꎬ为经营者、投资者以及

监管部门提供反映经营成果的财务报告ꎮ 由于财务

信息滞后ꎬ财务人员对事前预算参与度不够ꎬ更是很

难在事中控制中发挥作用ꎮ
传统模式下的预算基础数据主要依靠业务部门

提供ꎬ由于业务部门往往面临部门考核的压力ꎬ加之

对现金流的理解不到位ꎬ对折旧分摊等成本数据的

理解也往往有一定偏差等主观及客观原因ꎬ收入成

本不配比、项目利润预计与实际偏差较大、现金流预

测不准确、项目净现值测算不准确ꎬ最终导致亏损项

目盲目上马ꎬ事前预算数据与事后实际执行数据普

遍差异较大ꎮ 项目执行过程中跨部门数据往往获取

难度大、更新及传递不及时ꎬ不利于项目管理人员科

学准确做出决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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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业财融合的必

要性

随着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ꎬ企业要想在激烈的

竞争中脱颖而出ꎬ需要对外部市场变化做出快速的

反应ꎮ 传统以事后评价为主的财务管理方式已无法

满足企业的需求ꎮ 只有将财务管理纳入事前预测、
事中监督、事后评价的全过程闭环管理中ꎬ才能确保

企业在不确定性中保持竞争力ꎮ 在这种模式下ꎬ财
务人员不仅要参与财务报表的编制和分析ꎬ还要深

入企业运营的各环节ꎬ实现财务与业务的紧密融合ꎮ
事前预测是财务管理的重要环节ꎬ通过科学合理的

预测ꎬ财务人员帮助企业制订准确的预算和规划ꎮ
事中监督要求财务人员实时跟踪业务进展ꎬ确保成

本和收入符合预期ꎬ并及时纠正偏差ꎮ 事后评价则

要分析实际业绩与预算的差异ꎬ提炼经验和教训ꎬ以
指导未来决策ꎮ 这种闭环管理使财务人员成为企业

战略决策的重要支持者[１]ꎮ

２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业财融合的作用

与现状
２.１　 业财融合的作用

第一ꎬ从事前控制角度来说ꎬ传统模式下财务人

员预算参与度不够、业务人员制订的预算数据不准

确ꎬ而财务人员参与项目全生命周期ꎬ可以将财务工

作与业务工作结合ꎬ从项目可行性分析阶段起ꎬ从业

务前端开始介入ꎬ为事前预测提供财务数据支持ꎮ
与业务人员共同分析项目预计收入情况ꎬ预计回款

时间ꎬ预计外部采购、人工及折旧摊销等成本支出情

况ꎬ计算项目预计利润、利润率、净现值等财务指标ꎬ
为项目决策提供依据ꎮ

第二ꎬ从事中监督反馈角度来说ꎬ财务数据作为

企业价值增值的直接计量出口ꎬ财务人员从传统财

务会计向业财融合下的管理会计转型可以更好地发

挥财务记录、监督、反馈的作用ꎬ帮助企业完成价值

增值ꎬ实现企业效益最大化ꎮ 可以了解内外部价值

链活动ꎬ及时收集过程数据ꎬ对标预算及行业数据ꎬ
分析各项财务指标进行事中反馈ꎬ及时对项目预期

进行修正ꎬ调整滚动预算ꎮ 而业务人员掌握基础财

务知识后ꎬ可以看懂财务数据现状背后所反映出的

业务目前面临的问题ꎬ找准提高项目价值增值的切

入点ꎬ更好地完成绩效目标ꎬ提高项目利润及项目利

润率ꎮ
第三ꎬ从事后评价角度来说ꎬ财务通过深入业务

前端、加深对业务的了解ꎬ可以结合不同类型业务ꎬ
设置不同的财务评价指标体系ꎬ并利用全流程中所

收集到的有效数据对项目质量进行事后总结评价ꎬ
能够更好地发挥价值分析、风险管理、决策控制职

能ꎬ助力企业实现管理进步、经营发展ꎬ提升企业核

心竞争力ꎬ提高企业利润空间及经济效益ꎬ实现企业

价值最大化ꎮ
２.２　 行业企业业财融合的现状

业财融合作为一种财务管理手段ꎬ需要借助信

息技术的应用得以实现ꎮ 行业企业借助数字身份管

理系统、法务管理系统、预算系统、ＥＲＰ 系统、财务

共享系统、司库系统、综合办公系统和项目管理系统

等应用系统实现了业财协作ꎮ 其中ꎬ数字身份管理

系统用于确认用户身份及权限ꎻ法务管理系统用于

合同的审批、签订及归档备查ꎻ预算系统用于管控企

业年度、季度、月度预算ꎻＥＲＰ 系统用于完成采购订

单及销售订单管理、收货及发货等管理ꎻ财务共享系

统用于财务单据的审批流转ꎻ司库系统用于管控资

金收支ꎻ综合办公系统用于业务人员、财务人员沟通

会签ꎻ项目管理系统用于实时更新项目进度、项目预

算、项目收入成本等信息ꎮ 各系统间信息实时集成、
共享ꎬ业务人员和财务人员可以实时获取到各类最

新信息ꎮ 以采购成本确认为例ꎬ业务经办人员通过

数字身份管理系统进行身份确认后ꎬ登录 ＥＲＰ 系统

完成收货确认操作ꎬ系统会根据预制模板自动生成

成本暂估凭证ꎬ减少财务人员工作量的同时ꎬ也显著

提高了财务管理效率ꎬ同时系统操作均会留痕ꎬ便于

后期追溯责任人ꎮ 但是在实际工作中业财融合的管

理还存在一定难度和不足ꎬ比如对系统及业务、财务

人员要求较高ꎬ融合成本较高ꎬ相应的管理制度及考

评机制不够健全等ꎮ

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业财融合的难点

和不足
３.１　 业财融合意识不强、程度不足

部分财务人员习惯于传统模式下重复、单一的

工作ꎬ不愿接受新技术、学习新知识ꎬ因此难以掌握

信息系统的使用和数据分析技能ꎬ也不愿深入业务

前端了解项目全流程ꎬ这给业财融合的推进带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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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力ꎮ 部分业务人员仅关注技术和业务ꎬ认为财务

工作不直接创造经济效益ꎬ把业财融合视为财务人

员的工作ꎬ与自身无关ꎮ 部门间的利益冲突也导致

业务人员对业财融合的支持力度不够ꎬ对财务人员

的配合度不高ꎬ从而影响了业财融合的成效ꎮ 此外ꎬ
财务人员虽在每月结账后进行数据分析ꎬ但往往缺

乏与业务人员的深度沟通ꎮ 以应收账款周转情况分

析为例ꎬ财务人员大多从整体变动情况进行分析ꎬ角
度单一ꎬ未能充分结合客户实际情况进行细化分析ꎬ
没有与业务人员共同探讨客户应收账款账期管理制

度和流程的合理性ꎮ
３.２　 财务信息化系统建设要求较高

３.２.１ 　 系统稳定性、安全性及融合程度要求

较高

业财融合依托信息技术建立法务管理系统、预
算系统、ＥＲＰ 系统、财务共享系统、司库系统、综合

办公系统、项目管理系统等多系统融合ꎬ实现数据实

时传输ꎬ对系统稳定性、安全性及融合程度都有较高

要求ꎮ 尤其涉及用户信息安全ꎬ甚至国家信息安全

的企业ꎬ必须有效防御外部入侵及非法攻击ꎬ确保信

息系统安全稳定运行ꎮ
３.２.２　 系统上线对使用者要求较高

对刚刚接触新系统的财务人员来说ꎬ一个很大

的考验便是如何快速学会使用新系统ꎬ并做好系统

上线前数据切换的各项准备工作ꎬ更好地完成统一

项目编码、统一部门编码、期初数据整理导入等前期

工作ꎬ避免后续形成信息孤岛ꎮ 由于数据切换往往

存在数据量大、准备时间短、财务人员对系统各项取

数逻辑理解不透彻等问题ꎬ很可能导致初期导入形

成批量问题数据ꎬ后续无法冲销且很难修改ꎮ
３.３　 业财融合成本较高

首先ꎬ业财融合需要依托信息技术建立法务管

理系统、预算系统、ＥＲＰ 系统、财务共享系统、司库

系统、综合办公系统、项目管理系统等多系统融合ꎬ
系统建设成本较高ꎮ 其次ꎬ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对技术要求高ꎬ对人员综合素质要求也高ꎬ以至于人

工成本更高ꎮ 该行业多为项目制ꎬ专业性强ꎬ要更好

实现业财融合ꎬ财务人员既要精通财务ꎬ也要懂业

务ꎮ 然而大多数财务人员仅专精于财务ꎬ知识结构

相对单一ꎬ为具备项目全生命周期把控能力ꎬ需大幅

增加培训及招聘支出ꎬ这也势必增加财务人员人工

成本ꎮ 最后ꎬ系统强控下的返工成本较高ꎮ 随着信

息技术发展ꎬＥＲＰ 系统控制日益精细化ꎬ人为干预

空间缩小ꎮ 一旦操作错误ꎬ需要从源头作废并重新

修改ꎬ返工成本大大增加ꎮ 例如ꎬ创建采购订单时项

目选择有误ꎬ服务确认、收货确认直至财务系统生成

凭证ꎬ整个流程需全部返工ꎮ 为控制返工成本ꎬ应加

大培训力度ꎬ使业务人员了解基础财务知识ꎬ清楚每

一步系统操作对后续财务及业务数据的影响ꎬ避免

返工ꎮ
３.４　 管理制度及考评机制尚不健全

第一ꎬ考核指标相对单一ꎮ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

务业业务多为项目制ꎬ业务部门多以项目完成情况、
项目收入实现规模作为考核指标ꎮ 而对现金回收、
成本控制等方面关注度不够ꎮ 业财融合实施后ꎬ财
务人员加大了对成本控制、现金回收等方面的监督

力度ꎬ也就会暴露很多以前被忽视的业务管理问题ꎬ
增加业务人员的工作量ꎬ导致业务人员产生抵触情

绪ꎮ 第二ꎬ缺少与考核结果挂钩的有效激励措施ꎮ
行业企业往往缺少清晰的奖惩机制、没有制订成文

的可执行的奖惩制度ꎬ没能将考核结果与员工绩效

工资、晋升机会直接挂钩ꎮ 缺少对员工的激励措施ꎬ
容易导致员工消极应对ꎬ影响业财融合效率ꎮ 而不

合理的考评机制甚至可能引发员工内部矛盾ꎬ影响

工作氛围ꎬ造成人才流失ꎮ

４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业财融合的建议

４.１　 增强公司业财融合意识及能力

４.１.１　 增强业财融合意识

首先ꎬ财务人员要正确认识业财融合的必要性ꎬ
并积极推进ꎮ 其次ꎬ业财融合的目的是助力公司发

展ꎬ最终实现公司利润最大化ꎮ 这就需要从公司组

织架构、顶层设计、岗位设置、人员招聘、培养、选拔、
岗位职责、考核标准等全方位体现业财融合意识ꎮ
公司管理层应认可和接受业财融合理念ꎬ通过定期

讲座和培训等方式ꎬ带动全体员工意识到业财融合

对公司发展的重要性ꎬ共同推进业财融合实施ꎮ
４.１.２　 加强人员队伍建设

业财融合需要建立一个既懂业务又懂财务的复

合型团队ꎮ 除了提升意识ꎬ还需加大培训力度ꎬ通过

考试检验学习成果ꎬ使财务人员能够把控业务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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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周期ꎬ使业务人员了解基础财务知识ꎬ构建稳定、
高效的团队ꎮ 业务人员与财务人员可以采用跨部门

互助机制及短期轮岗机制ꎬ弥补知识短板ꎬ加深相互

理解ꎬ促进顺畅沟通与合作ꎬ共同推动公司发展ꎮ
在财务人员队伍建设方面ꎬ应结合内部培养与

外部招聘ꎬ引进业财融合经验丰富的外部人才带动

内部成长ꎮ 财务人员需提升专业技能、信息系统使

用技能及业务数据分析处理能力ꎬ制订短期、中长期

培训计划ꎬ提高综合素质ꎬ从记录者转变为管理者ꎬ
实现全方位发展ꎮ

４.２　 推进财务信息化系统建设、系统融合

４.２.１　 完善系统的搭建ꎬ加深业财融合程度

加强法务管理系统、预算系统、ＥＲＰ 系统、财务

共享系统、司库系统、综合办公系统、项目管理系统

等多系统间数据的集成及实时共享ꎬ实时反映合同

执行进度、项目收付款进度、项目预算完成进度等情

况ꎬ第一时间为各层级人员提供及时准确的经营信

息、财务数据ꎬ使业务人员、财务人员、公司管理层彼

此间信息对称ꎬ提高相互间信任度和管理层管理效

率ꎮ 合理配置各层级人员系统权限ꎬ保证数据传输

准确、安全ꎬ防范信息泄露风险ꎮ
４.２.２　 建立问题反馈和实时预警机制

财务人员通过实时获取经营数据ꎬ对经营指标

进行分析ꎬ与预算数据、历史数据、行业数据进行比

对ꎬ及时反馈发现的问题ꎬ与业务人员共同沟通解决

问题ꎮ 通过大数据分析ꎬ对所有出现的问题进行归

纳总结ꎬ通过信息系统实现实时预警ꎬ并针对不同类

型问题ꎬ总结解决方法ꎬ建立问题清单ꎬ找到最优解ꎬ
并对系统进行优化ꎬ避免同类问题反复出现ꎮ

４.３　 注重成本控制和管理

信息系统建设及更新优化前期充分调研需求ꎬ
统筹考虑现有系统已实现功能部分ꎬ避免相同功能

在不同系统重复建设ꎬ增加信息化系统建设成本ꎮ
同时锚定公司战略目标ꎬ基于公司预计开展的各项

业务活动ꎬ业务人员与财务人员协同做好全面预算

管理ꎬ加强项目全成本管理和控制ꎬ使得预算数据精

细化、可视化ꎬ增强责任意识ꎬ将责任目标层层分解

并落实到具体责任人ꎬ有效管控成本ꎮ 实行项目闭

环管理ꎬ加强预算执行考核ꎬ对比目标值与实际值ꎬ
考核结果与奖惩结果挂钩ꎬ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

创造性ꎮ 加强人员培训ꎬ避免返工成本发生ꎮ 通过

全成本管理降低成本ꎬ提高收益ꎬ以弥补信息化系统

建设成本并获得超额收益ꎮ
４.４　 合理设置激励考评机制

公司应对岗位职责进行清晰的划分ꎬ并根据工

作实际完成情况ꎬ不断优化岗位责任设置ꎬ调整激励

考核机制ꎬ保证激励考核机制公平、合理ꎬ并将考核

结果与员工绩效薪酬及晋升挂钩ꎮ 同时考评机制设

置应综合考虑收入规模、回款情况、现金流量、项目

利润、项目利润率ꎬ对项目全生命周期进行监控ꎬ有
效控制风险ꎮ 将财务数据应用能力纳入员工绩效考

核ꎬ对能够落实业财融合、完成效果较好的项目参与

人进行物质或精神奖励ꎬ调动员工参与积极性ꎬ带动

全公司业财融合氛围ꎬ提高团队整体工作效率ꎮ 将

公司利益最大化作为考评的最终依据ꎬ以部门利益

服从整体利益为原则设置管理及考评机制ꎬ统一业

务部门与财务部门目标ꎮ

５　 结论

在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日益普及、市场经济高速

发展的当下ꎬ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应当把握

好时机ꎬ关注企业普遍存在的业财融合意识不强、程
度不足的问题ꎬ加强人员队伍建设ꎬ从上至下增强全

员业财融合意识及能力ꎮ 积极应对财务信息化系统

建设要求较高、业财融合成本较高的挑战ꎬ大力推进

财务信息化系统建设、系统融合的同时注重加强成

本控制和管理ꎮ 着力解决管理制度及考评机制不健

全的现实问题ꎬ全面调研并合理设置激励考评机制ꎮ
借助信息技术手段推进业务、财务一体化ꎬ实现财务

与业务深度融合ꎬ使得财务人员真正地参与业务的

全流程管理ꎬ运用财务知识及财务管理工具对项目

全生命周期进行把控ꎬ提高业务决策质量ꎬ更好地助

推业务发展ꎬ助力企业价值增值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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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事业单位财务杠杆对业务导向性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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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以某部门年度财务数据为基础ꎬ运用财务管理中本量利、杠杆效应及利润敏感性分析的方法ꎬ提出具体化财务

风险指标ꎬ并对该部门业务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ꎬ将财务数据嵌入科研全过程ꎮ 结果表明ꎬ财务杠杆会对科研事业单位的业务

经营状况产生导向性的影响ꎮ
关键词:科研事业单位ꎻ财务杠杆ꎻ利润敏感性分析

中图分类号:Ｆ２９３.３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４４２８(２０２４)３３－０１４３－０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ｌｅｖｅｒａｇｅ ｏｎ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Ｗａｎｇ Ｊｉａｎｙｕ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Ｓｏｌｉｄ Ｗａｓｔｅ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Ｂｅｉｊｉｎｇꎬ １０２２００)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ｐｒｉｍａｒｉｌｙ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ｆａｃｅｄ ｂｙ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ꎬ ｅｍｐｈａｓｉ￣
ｚｉｎｇ ｈｏｗ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ｌｅｖｅｒａｇｅ ｃａｎ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ｌｙ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Ｂｙ ｕｔｉｌｉｚｉｎｇ ａｎｎｕ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ｄａｔａ ｆｒｏｍ ａ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ꎬ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ｐｐｌｉｅｓ ｃｏｓｔ－ｖｏｌｕｍｅ－ｐｒｏｆｉ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ꎬ ｌｅｖｅｒａｇ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ꎬ ａｎｄ ｐｒｏｆｉｔ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ｏ ｐｒｏｐｏｓｅ ｔａｉｌｏｒｅｄ ｆｉ￣
ｎａｎｃｉａｌ ｒｉｓｋ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Ｔｈｅｓｅ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ａｒ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ａｌ ｉｓｓｕｅｓ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ａｎｄ ｒｅａｓｏｎｅｄ ｂａｓｉｓ ｆｏｒ ｄｅｃｉ￣
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 ｔｈｒｏｕｇｈｏｕｔ ｔｈ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ｓｕｇｇｅｓｔｓ ｔｈａ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 ｔｈｅｓｅ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ｄｅｃｉ￣
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 ｔｏ ｅｎｓｕｒｅ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ꎻ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ｌｅｖｅｒａｇｅꎻ ｐｒｏｆｉｔ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０　 引言

科研事业单位在财务管理中普遍存在重核算、
轻分析的问题ꎬ缺乏对经营风险的有效衡量ꎮ 鉴于

此ꎬ文章以经营杠杆系数为核心ꎬ探讨固定成本、变
动成本、边际贡献和息税前利润对科研单位经营风

险的影响ꎮ 通过建立适合科研单位的杠杆模型ꎬ旨
在预测科研团队的发展前景ꎬ为提升财务分析能力

和结果应用提供理论支持ꎮ

１　 研究背景

科学研究事业单位是专门从事科学研究和创新

的机构ꎬ其主要目标是推动科学进步和技术创新ꎮ
我国事业单位资金来源一般为国家财政拨款ꎮ 财务

部门的管理主要集中在如何花钱、如何做好项目支

出管理上ꎬ在财务分析能力和结果应用方面相对薄

弱ꎬ存在重财务核算轻财务分析的问题ꎮ
鉴于科研事业单位的实际情况ꎬ可用于衡量其

经营风险的主要财务指标是经营杠杆系数ꎬ而经营

杠杆系数受固定成本、变动成本、边际贡献、息税前

利润等影响[１]ꎮ
在企业正常生产活动下ꎬ常规订单需要的生产

量区间内发生的成本ꎬ不受突发订单影响且总额能

保持相对稳定的成本ꎬ即成为固定成本ꎮ 为满足和

维持生产经营所需设施、部门而发生的成本ꎬ在不改

变当前经营模式或者管理制度的前提下基本无法改

变的成本又称约束性固定成本ꎮ 例如ꎬ人员工资、固
定资产折旧费等ꎮ 该成本取决于设施和管理部门的

规模和质量ꎬ受以前的经营决策或者经营习惯约束ꎬ
一般难以突破改变ꎮ 约束性固定成本属于企业“运
营能力成本”ꎬ是企业为了维持一定的业务量所必

须负担的最低成本ꎮ 这种可以通过管理决策调整而

改变金额的固定成本ꎬ称为酌量性固定成本ꎮ 如科

研开发费属于酌量性固定成本ꎮ 酌量性固定成本是

科研单位提升实力水平的重要财务成本ꎮ
在企业正常生产活动下ꎬ常规订单需要的成产

量区间内发生的成本随订单增减变动而成比例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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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本ꎬ即变动成本ꎮ 例如ꎬ加工材料费、制造人工

费等ꎮ 对于科研单位而言ꎬ变动成本相较于固定成

本ꎬ会在研究过程中随着工作进度、研究方式呈等比

例变化ꎮ 例如ꎬ当工作地点在较偏远地区时ꎬ发生调

研差旅费用即会上升ꎬ当工作为本单位所属地时ꎬ差
旅费用即会缩减至无ꎮ 由此ꎬ根据不同项目特征产

生的成本差异均属于变动性成本ꎮ
边际贡献体现企业的经营状况ꎬ边际贡献是收

入扣除变动成本的金额ꎮ 边际贡献率表达式为边际

贡献 /事业收入×１００％ ꎮ 可以理解为每 １ 元事业收

入中边际贡献所占的比重ꎮ
息税前利润是边际贡献扣除固定成本后的税前

利润ꎬ可以认为是上述边际贡献扣除固定人员成本

后的利润ꎬ也就是可以用来为往后阶段科研申请或

人才培养助力的经费ꎮ 根据基本公式ꎬ息税前利润

＝单价×销量－单位变动成本×销量－固定成本ꎮ 应

用于科研场景下ꎬ息税前利润 ＝事业收入－变动成

本－固定成本[２]ꎬ可以视为衡量科研项目利润率的

指标ꎮ
总风险由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组成ꎬ因为科研

单位没有股权、债权等融资活动ꎬ所以文章仅研究经

营风险产生的波动意义ꎮ 学术界通常用经营杠杆效

应来表示经营风险ꎮ 经营杠杆效应是指由于固定经

营成本的存在ꎬ营业收入较小的变动ꎬ会引起息税前

利润较大的变动ꎮ 衡量风险的指标是经营杠杆系

数ꎬ计算表达式:边际贡献 /息税前利润ꎬ该系数等于

１ 即不存在经营杠杆效应ꎻ大于 １ 即存在经营杠杆

效应ꎬ且随着经营杠杆系数的增大而增大ꎮ 为了达

到控制经营风险的目的ꎬ企业不应仅考虑固定经营

成本的金额ꎬ还应分析固定经营成本与盈利水平的

相应关系ꎮ 企业通过增加收入、降低单位变动成本、
降低固定经营成本比重等措施ꎬ降低杠杆系数从而

降低经营风险ꎮ 文章用来预测科研团队发展前景ꎬ
也最终将建立适合科研单位的杠杆模型ꎮ

２　 主要财务指标的经济含义及其分析

以下具体财务指标的测算数据均取自某一会计

年度科研事业单位中的某一研究团队数据ꎬ该团队

从人员结构和数量上、经济业务活跃程度上均有较

强代表性ꎮ 根据预算会计大类可将事业收入划分财

政预算收入和非财政预算收入ꎮ 某会计年度当年事

业收入总额 ３ ８００ 万元ꎮ 其中ꎬ财政预算收入 ４００ 万

元、非财政预算收入 ３ ４００ 万元ꎮ 收入结构中以非

财政预算收入为主ꎬ占比 ８９.５％ ꎮ 由此可知ꎬ科研单

位虽然可以从政府部门申请资金用于研发ꎬ但是随

着整体经济下滑态势严峻ꎬ政府部门拨经费呈现断

崖式收紧ꎬ维持自身运转并实现科技发展所需经费

绝大多数自筹获得ꎮ
成本费用按照预算会计科目细分为工资福利支

出、委托业务费、材料费、设备购置费、差旅交通费、
提成奖励金等ꎮ 根据案例当年的数据ꎬ事业支出总

额 ３ ４７０ 万元ꎬ固定成本 ３５０ 万元ꎬ变动成本 ３ １２０
万元ꎮ 以下详细说明重点成本费用的经济含义ꎮ

２.１　 固定成本的经济含义及分析

在科研事业单位固定成本主要体现为在岗人员

工资ꎮ 案例团队由 １３ 名科研人员组成ꎬ在岗人员工

资总计 ３５０ 万元ꎬ占事业支出比重 １０.１％ ꎮ 工资费

用属于约束性固定成本ꎬ在标的申请和商务谈判阶

段ꎬ或是在项目流标的情况下ꎬ人员费用也必须按时

支付ꎬ是团队在维持工作所必需承担的部分ꎮ 人员

工资是科研团队的首要经济压力ꎬ该经济压力可以

从金额和质量上展开分析ꎮ 从金额上表现在以下两

方面ꎮ 一方面ꎬ扩招一个人不一定带来相应的收入

贡献ꎮ 从科研环境来看ꎬ申请国家级项目需要执行

相关部委的政策ꎬ现阶段取消定向项目ꎬ可能多家单

位竞争一个项目ꎬ其激烈程度可想而知ꎮ 最终获得

项目由政策因素、竞争因素、团队自身科技含量因素

和扶持因素决定ꎬ诸多不确定性因素与申报职工的

能力不存在必然联系ꎮ 另一方面ꎬ从科研人员的能

力上分析ꎬ具备商务运作经验的人可以短时间拉动

收入的火车头ꎬ而专长于科学研究的人相对来说对

带动收入没有直接贡献ꎬ而支付固定成本的基础就

是创收ꎬ是收入的稳健实现ꎮ 能够争取项目的人可

以直接实现收入覆盖个人成本ꎬ从而降低用人数量

与团队经费之间的压力关系ꎮ 从质量上分析ꎬ申请

的项目金额从 ３０ 万 ~ ２ ０００ 万不等ꎬ如果每名职工

所带来的收入金额无法涵盖本人费用ꎬ那么缺少部

分也将会形成压力转嫁给其他团队成员ꎮ 由此将形

成不稳定的因素ꎬ增加科研活动的经营风险ꎮ
２.２　 变动成本的经济含义及分析

变动成本中ꎬ以发生占比较高的委托业务费、材
料费、设备购置费、差旅交通费、提成奖励金为分析

要素ꎮ
委托业务费分为两种工作形式ꎮ 第一种是采样

取得样品后交由检测机构检测的费用ꎬ通常按照测

样的类目和处理工艺的复杂程度收取相应的测试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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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ꎮ 第二种是将部分科研工作委托第三方完成ꎬ成
果直接整合作为项目的产出ꎮ 案例当年测试费用总

计 １３６０ 万ꎬ占支出比重 ３９.２％ ꎮ 科研单位自身设有

实验室ꎬ针对测试类的委托业务费ꎬ如果可以利用自

身硬件条件ꎬ控制交由第三方检测机构的测试工作ꎬ
则可以有效直观地节约测试成本ꎮ 针对委托参与科

研工作的业务费用ꎬ首先应当在符合审计外包比例

控制下ꎬ根据拆分的碎片化工作难度和精细度重新

测算工作占比对应的经费ꎮ 例如ꎬ委托施工单位提

供工人现场勘查ꎬ则应当按照当地人均月平均工资

计算有效工时ꎬ从而得出人员费用总计ꎬ紧密结合服

务提供地点市场物价水平合理测算委托费用ꎬ杜绝

整体切割项目经费ꎮ
材料费是项目实验需要采买的试剂和防护设备

类而发生的费用ꎮ 案例当年材料费总计 ４７ 万ꎬ占支

出比重 １.４％ ꎮ 材料费的发生与控制同项目工作路

径关系密切ꎮ 第一ꎬ该成本跟项目的实施方案成正

比例关系ꎬ当项目需要测试指标增多ꎬ采买药剂的数

量就会增加ꎬ因此材料费用也随之增加ꎮ 科研事业

单位应当在严肃科研质量的基础上ꎬ通过提升人员

的工作能力ꎬ制订高效的分析指标方式ꎬ从主要方面

控制成本ꎮ 第二ꎬ如果科研测试工作委托给专业测

试机构进行ꎬ那么材料费用就会包含在测试费用中ꎮ
只有完全在自有实验室开展工作ꎬ由课题人员自己

操作的情况下ꎬ才会直接产生该类费用ꎮ 因此ꎬ可以

根据委托测试的性价比选择自己完成测样或是委托

第三方机构完成ꎮ 第三ꎬ在防护类耗材能够合理重

复利用的情况下ꎬ试剂可以以国产代替进口的情况

下ꎬ均可以降低材料的使用成本ꎮ
设备购置费是科研仪器购置安装的费用ꎮ 当年

设备购置费用 ９０３ 万元ꎬ占支出比重 ２６.０２％ ꎮ 科研

活动主要体现在仪器检测获取基础数据ꎬ从而探索

出新的成果ꎮ 目前市场上同样型号的国产仪器和进

口仪器性能均为优越ꎬ可以满足正常的科研工作ꎮ
但从价格上权衡ꎬ进口仪器价格昂贵ꎬ同时根据使用

频次需要每年发生维护费用ꎬ更换新的零件费用较

国产高昂ꎮ 因此ꎬ为达到控制设备购置成本目的ꎬ应
当侧重考虑国产仪器ꎮ

差旅费是科研人员为进行项目调研、资金申请、
采样检测等活动发生的异地交通及住宿费用ꎮ 因项

目来源社会面广ꎬ按照商务洽谈、投标签订、立项开

题、中间过程、结题验收五部分平均测算ꎬ每个项目

需要产生至少 ５ 人次差旅费ꎬ难度大、参与人员多的

项目ꎬ发生差旅费的人次数还会增加ꎬ从而增加变动

成本ꎮ 当年该团队差旅费用总计 ６０ 万元ꎬ占支出比

重 １.８％ ꎮ 差旅费用理论上与业务活动量呈正比例

关系ꎬ当项目地处偏远地区ꎬ单次费用就会增加ꎻ当
采样内容繁重ꎬ差旅人次也会随之增加ꎮ 结合案例

中当年签订项目分析ꎬ主要项目集中在新疆、川渝地

区ꎬ鉴于出差人员的路线合理ꎬ大大提高单次差旅的

使用效率ꎬ该成本于当年不是影响总成本的主要因

素ꎮ 但是如果不加以跟踪控制ꎬ随着人员规模的扩

大ꎬ人员信息沟通错配等情况也会造成浪费成本ꎮ
减少差旅成本的途径是整合工作计划ꎬ优化路线ꎬ充
分利用单次差旅完成多项任务ꎬ进而从整体上缩减

成本ꎮ
提成奖励金是在项目验收结题后按照结余金额

的 ５０％一次性提取的工资性费用ꎮ 当年案例团队

提成奖励共计 ７５０ 万元ꎬ占支出比重 ２１.６％ ꎮ 从短

期利润最大化的角度考虑ꎬ奖励金与成本控制密不

可分ꎮ 如果以上提及成本均能做到有效节约的话ꎬ
奖励金正比例增长ꎬ直接提高团队人员收入ꎬ带动人

员工作积极性和忠诚度ꎮ 反之ꎬ从可持续发展角度

考虑ꎬ提成金额占支出比重过大的话ꎬ也会为下一财

年的收入目标造成压力ꎬ结余资金主要用于新项目

的开发运作ꎬ即团队发展需要的预留资本会减少ꎬ如
果到账经费不能随时补充的话ꎬ存在资金链断裂的

风险ꎮ 断裂程度小的情况影响职工收入ꎬ断裂程度

大的情况影响项目验收结果ꎬ人员忠诚度下降、项目

尾款收不回来ꎬ从而进入死循环中ꎮ 建议作为项目

负责人ꎬ应当参照财务预算制度ꎬ制订季度或半年度

科研发展预算ꎬ并实时滚动科研发展预算方案ꎬ增加

提成奖励金的使用灵活性ꎬ控制资金营运中的风险ꎮ
根据上述分析数据测算ꎬ当年度团队边际贡献

总额等于事业收入 ３ ８００ 万元减去变动成本总额

３ １２０ 万元ꎬ即 ６８０ 万元ꎮ 息税前利润等于边际贡献

减去固定成本ꎬ金额为 ３３０ 万元ꎮ 经营杠杆系数等

于边际贡献 /息税前利润ꎬ经营杠杆系数为 ２.０６ꎮ 经

营杠杆系数大于 １ꎬ体现团队存在较大的经营风险ꎮ
此时ꎬ应当采取措施降低风险ꎬ提高企业收益的稳定

性和可预测性ꎮ

３　 主要财务指标的敏感性分析

３.１　 敏感性分析的方法概述

本量利关系的利润敏感性分析ꎬ主要研究有关

参数发生多大变化或者什么方向变化会使盈利转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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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周刊

亏损ꎬ以及各参数变化对利润变化的影响深度ꎬ始终

保证经营目标的实现ꎮ 管理者通过预先掌握关键财

务指标可能变化的影响程度ꎬ可以及时有效地采取

对策ꎬ使企业生产活动运行在安全环境下ꎮ
敏感性分析通常可以用来评估科研团队的运营

风险ꎬ及时地反映经费支撑科研的能力ꎮ 具体的分

析步骤为选取科研活动较为重要的财务指标ꎬ假设

研究参数的价值变动百分比ꎬ计算得出目标价值变

动百分比ꎮ 用目标价值变动百分比 /参数值变动百

分比ꎬ如果利润敏感系数绝对值大于 １ꎬ则这组参数

为敏感因素ꎮ 反之ꎬ绝对值小于 １ 则归类为不敏感

因素ꎮ
３.２　 代表性案例分析

案例 １:分析科研人员数量的增加对盈利能力

的影响ꎮ
设工资总额增幅 １０％ ꎬ工资成本原来是 ３５０ 万

元ꎬ则:变动后的工资 ＝ ３５０×(１＋１０％ )＝ ３８５ 万元ꎬ
职工工资属于固定成本ꎮ 按此计算ꎬ息税前利润 ＝
３ ８００－３ １２０ － ３８５ ＝ ２９５ 万元ꎬ其变化率为:(２９５ －
３３０) / ３３０＝ －１０.６％ ꎬ息税前利润对工资的敏感系数

＝ －１０.６％ / １０％ ＝ －１.０６ꎬ敏感系数绝对值等于 １.０６ꎮ
这表明该成本属于敏感因素且为反向影响ꎮ 为了预

防突发不利因素的影响ꎬ增加人员应考虑实际工作

需求ꎬ不适宜盲目扩张团队ꎮ 确保新增成员能够为

团队带来相应的利润倍增是关键ꎬ同时在招聘选拔

阶段ꎬ要明确用人目的ꎬ如果是为了带动收入ꎬ则应

该偏重人才的工作经历ꎬ如果是为了完成项目ꎬ则应

该看重人才的专业水平ꎮ
案例 ２:分析业绩提成的上升对盈利能力的

影响ꎮ
假设提成金增幅 １０％ ꎬ金额原来是 ７５０ 万元ꎬ

则:变动后的奖励金 ＝ ７５０×(１＋１０％ )＝ ８２５ 万元、变
动后的变动成本 ＝ ３ １２０＋(８２５－７５０)＝ ３ １９５ 万元ꎮ
按此计算ꎬ息税前利润 ＝ ３ ８００－３ １９５－３５０ ＝ ２５５ 万

元ꎬ其变化率为:(２５５－３３０) / ３３０ ＝ －２２.７３％ ꎬ息税前

利润对提成金的敏感系数 ＝ －２２.７３％ / １０％ ＝ －２.２７ꎬ
敏感系数绝对值为 ２.２７ꎬ绝对值大于 １ꎮ 这表明该

成本属于敏感因素且为反向影响ꎮ 以当年的数据为

基础测算ꎬ奖励金同利润的变化是反向关系ꎬ且绝对

值大于 １ꎬ该成本同样需要引起团队负责人足够的

重视ꎬ奖励金的提取应当结合当下经济环境、重点考

虑上下游整体产业链的抗风险能力ꎮ 首要任务是维

护当前的项目来源ꎬ在现有业务往来的基础上深挖

潜在项目ꎬ形成科研产品对企业市场价值影响的利

益关系链ꎮ 简言之ꎬ当市场大环境良好的时候ꎬ现有

资源可以稳固人员团队ꎬ可以满足基本的科研活动

开展ꎬ逐步深挖项目可以创造新的收入ꎮ 当市场大

环境萧条的时候ꎬ通过理念输入结合实际案例ꎬ使企

业认识到科研服务与企业经营结合产生经济价值增

量ꎬ同时科研团队的工作独立于企业经营管理决策ꎬ
不会给企业增加机会成本ꎮ 站在战略发展的角度ꎬ
增加的经济增量与减少的机会成本ꎬ是真正将科研

价值发挥到经济民生的意义所在ꎬ是实现可持续科

研工作的发展方式ꎮ

４　 结论

文章通过深入分析科研事业单位面临的财务管

理挑战ꎬ并具体测算几项评价经营能力的指标ꎬ当前

财务发展趋于“业财融合”ꎮ 针对科研单位普遍存

在的对财务分析重视不足问题ꎬ文章提出了通过经

营杠杆系数等关键财务指标进行经营风险和盈利能

力分析的方法ꎮ 通过具体案例的敏感性分析ꎬ文章

揭示了科研人员数量增加和业绩提成增幅对科研单

位盈利能力的显著影响ꎬ指出了在财务决策过程中

需充分考虑这些敏感因素的重要性ꎮ 为了避免财务

风险并确保科研活动的财务健康ꎬ科研单位应当采

取谨慎的人员规模和提成政策ꎮ 综上所述ꎬ文章不

仅为科研事业单位提供了一种评估和优化财务管理

的有效方法ꎬ而且也为科研单位管理层提出了可行

的建议ꎬ以帮助他们在财政资金紧张的情况下ꎬ通过

合理的财务规划和管理ꎬ促进科研事业的持续健康

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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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加强街道办事处内部财务控制管理的对策研究

王　 玲

(安徽省滁州市南谯区同乐街道办事处财政所ꎬ安徽　 滁州　 ２３９０００)


摘　 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政府职能的深化ꎬ街道办事处作为基层政府的重要组成部分ꎬ承载着组织、协调与推动

本区域内多元事务的关键职能ꎮ 财务控制不仅是街道办事处管理体系中的核心环节ꎬ更是保障其财务稳健运行、预算资源高效

配置以及财务信息透明可信的基石ꎮ 基于此ꎬ文章阐述了新时期加强街道办事处内部财务控制的必要性ꎬ详细介绍了街道办事

处内部财务控制的运行模式ꎬ并阐述街道办事处内部财务控制的有效策略ꎬ以期为实现财务健康、促进区域发展奠定坚实基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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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街道办事处是属于地方政府的下级机构ꎬ负责

组织和协调本辖区内的各项事务ꎬ承担服务居民、管

理社区、维护稳定等重要职责ꎮ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

快速发展ꎬ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ꎬ街道办事处的工作

任务日益繁重ꎬ资金规模不断扩大ꎬ对内部财务管理

提出更高的要求ꎮ 然而ꎬ部分街道办事处在财务管

理方面仍存在各种问题ꎬ如内部控制制度尚不健全、

预算管理不规范、资金使用效率偏低等ꎬ这些财务管

理的问题不仅制约了街道办事处工作效率的提高ꎬ

还可能对政府公信力造成负面影响ꎬ阻碍基层治理

体系的完善与升级[１]ꎮ 在新时期ꎬ加强街道办事处

内部财务控制是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

体系的必然要求ꎬ也是提升街道办事处服务效能、促

进基层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保障ꎮ 因此ꎬ深入探索

并实践新时期下加强街道办事处内部财务控制的创

新策略ꎬ不仅具有迫切的现实需求ꎬ而且蕴含深远的

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ꎮ 这要求我们不仅要完善内部

控制体系ꎬ加强预算管理的科学性与精细化ꎬ还需不

断提高资金运作效率ꎬ以全面优化街道办事处的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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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管理生态ꎬ推动其在新时代背景下实现高质量的

发展ꎮ

１　 新时期加强街道办事处内部财务控制的

必要性

加强街道办事处内部财务控制ꎬ不仅是规范财

务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的必然要求ꎬ更是推进基

层治理体系的重要保障ꎮ

第一ꎬ加强内部财务控制是规范财务管理、防范

财务风险的迫切需要ꎮ 近年来ꎬ部分街道办事处暴

露出财务管理不规范、资金使用效率偏低ꎬ甚至出现

违规操作等问题ꎬ严重影响政府形象和公信力ꎬ究其

原因主要是内部财务控制制度尚不健全、执行不到

位ꎮ 加强内部财务控制ꎬ建立健全覆盖预算编制、执

行、监督全过程的财务管理制度ꎬ严格执行财务审批

程序ꎬ强化对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监督ꎬ才能有效

防范财务风险ꎬ促进资金的安全运行ꎮ

第二ꎬ加强内部财务控制是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服务基层治理的重要保障ꎮ 街道办事处资金来源渠

道多样ꎬ使用范围广泛ꎬ涉及民生保障、社区建设、公

共服务等方面ꎮ 因此ꎬ相关街道办事处需加强内部

财务控制ꎬ科学编制预算ꎬ优化支出结构ꎬ加强绩效

管理ꎬ才能将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ꎬ提高资金使用

效益ꎬ更好地服务基层治理ꎬ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

的美好生活需要[２]ꎮ

第三ꎬ加强内部财务控制是推进基层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ꎮ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

出ꎬ要完善基层治理体系ꎬ提升基层治理能力ꎬ加强

街道办事处内部财务控制ꎬ是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ꎮ 内部控制体系是组织

内部为实现既定目标而设计的一系列控制政策和程

序的总称ꎬ贯穿财务管理的全过程ꎬ确保财务活动的

合法合规、资金的安全完整以及财务报告的真实可

靠ꎮ 对于街道办事处而言ꎬ健全的内部控制体系能

够有效地规范财务管理行为ꎬ防范和化解财务风险ꎬ

为基层治理提供坚实的财务保障ꎮ

２　 新时期街道办事处内部财务控制的运行

模式

构建科学的内部财务控制运行模式ꎬ是保障街

道办事处资金安全的重要举措ꎬ文章将街道办事处

内部财务控制运行模式划分为五个功能板块ꎬ并分

别进行阐述ꎮ

２.１　 基础部分

本板块是街道办事处内部财务控制运行的基

础ꎬ主要负责搭建财务管理框架、制订财务管理制

度、明确财务管理职责等ꎬ为后续各功能板块的运行

提供制度保障和组织保障ꎮ 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

和政策规定ꎬ结合街道办事处实际情况ꎬ制订涵盖预

算管理、收入管理、支出管理、资产管理、会计核算、

内部控制等方面的财务管理制度ꎬ并定期进行修订

完善ꎬ明确街道办事处负责人、财务部门、其他部门

在财务管理中的职责权限ꎬ建立健全财务管理责任

制ꎬ让各项财务管理工作有章可循ꎻ加强财务人员业

务培训ꎬ提升其专业素质和职业道德水平ꎬ打造一支

政治素质过硬的财务管理队伍ꎮ

２.２　 风险评估板块

该板块主要负责识别财务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风

险ꎬ为制订有效的控制措施提供依据ꎮ 定期开展财

务风险评估工作ꎬ分析街道办事处财务管理过程中

存在的风险点ꎬ如预算执行风险、资金安全风险、资

产管理风险等ꎮ 针对识别出的风险ꎬ制订相应的风

险应对策略ꎬ如风险规避、风险降低、风险转移等ꎬ明

确责任部门和责任人ꎬ建立健全风险信息沟通机制ꎬ

实时将风险评估结果和应对措施传达给相关部门ꎬ

形成风险防控合力ꎮ

２.３　 控制功能板块

控制功能板块主要内容包括预算控制、收支控

制、资产管理控制ꎬ会计核算控制ꎮ 在预算控制方

面ꎬ严格执行预算管理制度ꎬ强化预算约束ꎬ加强对

预算执行情况的监督和分析ꎬ及时纠正预算执行偏

差ꎻ在收支控制方面ꎬ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管理ꎬ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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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收入和支出行为ꎬ加强对资金流动的监控ꎬ防止资

金流失和挪用ꎻ在资产管理控制方面ꎬ建立健全资产

管理制度ꎬ加强管理固定资产、无形资产ꎬ防止资产

流失ꎻ在会计核算控制方面ꎬ严格执行会计核算制

度ꎬ加强会计信息真实性ꎬ为财务管理决策提供可靠

依据[３]ꎮ

２.４　 共享板块

该板块利用信息化手段ꎬ建立财务信息共享平

台ꎬ实现财务数据的集中管理和共享ꎬ提高财务信息

的利用效率ꎮ 同时ꎬ加强对财务数据的分析和应用ꎬ

为街道办事处管理层决策提供数据支持ꎬ提高财务

管理决策的科学性ꎮ 积极推进财务管理信息化建

设ꎬ利用信息技术手段提高财务管理效率ꎬ为街道办

事处内部财务控制运行提供技术支撑ꎮ

２.５　 内部监督板块

在内部监督板块中ꎬ旨在建立健全内部审计、纪

检监察等内部监督机制ꎬ明确监督职责和权限ꎬ加强

对财务管理活动的监督和检查ꎬ定期开展内部审计

工作ꎬ全面审计街道办事处财务管理活动ꎬ及时发现

财务管理中存在的问题ꎮ 对违反财务管理制度的行

为ꎬ要严肃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ꎬ形成有效的震慑ꎬ

加强财务管理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ꎮ

３　 新时期加强街道办事处内部财务控制的

对策

３.１　 完善财务管理制度

预算管理是财务管理的核心ꎬ是街道办事处实

现资源优化配置、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的重要手段ꎮ

街道办事处要根据自身职能和工作计划ꎬ科学编制

年度预算ꎬ细化预算项目ꎬ明确资金用途ꎬ清晰界定

每笔资金的用途与预期效果ꎬ确保预算编制既具前

瞻性又贴合实际ꎬ彰显其科学性与合理性ꎮ 在执行

层面ꎬ街道办事处应秉持严谨态度ꎬ严格执行已批准

的预算ꎬ坚决维护预算的刚性约束ꎬ杜绝任何形式的

无预算或超预算支出ꎬ从而保障资金使用的规范性

与有效性ꎮ 同时ꎬ根据街道办事处实际情况ꎬ建立健

全预算执行监控机制ꎬ实时跟踪预算执行情况ꎬ及时

解决预算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ꎬ提高预算执行进

度和资金使用效率ꎮ 制订科学合理的绩效评价指标

体系ꎬ对预算执行情况和资金使用效益进行全面、客

观、公正的评价ꎬ并将评价结果与预算安排、资金分

配、干部考核等挂钩ꎬ强化绩效导向ꎬ提高资金使用

效益ꎮ 在完善内部控制制度方面ꎬ街道办事处根据

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ꎬ结合自身实际情况ꎬ

建立健全涵盖预算管理、收支管理、资产管理、采购

管理、合同管理、会计核算、内部审计等各方面的内

部控制制度体系ꎬ明确各部门、各岗位的职责权限ꎬ

让各项财务活动有章可循、有据可依ꎮ 为确保内部

控制制度的有效执行ꎬ街道办事处还需建立健全监

督检查机制ꎬ定期开展内部审计与专项检查ꎬ及时发

现并纠正内部控制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ꎮ

通过持续改进与完善内部控制体系ꎬ确保其能够适

应外部环境变化与内部发展需求ꎬ为街道办事处的

长远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４]ꎮ

３.２　 强化财务信息公开

为进一步加强街道办事处内部财务控制ꎬ提高

资金使用效率ꎬ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ꎬ必

须强化财务信息公开ꎬ构建公开透明的财务管理体

系ꎮ 第一ꎬ丰富财务信息公开内容ꎬ保障公众知情

权[５]ꎮ 街道办事处将年度预算、决算、财务收支情

况、专项资金使用情况、重大项目投资情况等关键财

务信息进行全面公开ꎬ让公众能全面了解街道办事

处的资金来源、使用方向和使用效益ꎮ 在公开财务

数据的基础上ꎬ街道办事处进一步细化公开内容ꎬ详

细说明各项资金的使用情况ꎬ如资金的具体用途、使

用时间、使用单位、使用效果等ꎬ让公众能清晰地了

解每一笔资金的来龙去脉ꎮ 街道办事处应将公众关

注度高、涉及面广的财务信息作为公开重点ꎬ如民生

工程资金、扶贫资金、社区建设资金等ꎬ及时回应公

众关切ꎬ解答公众疑问ꎮ 第二ꎬ保障财务公开信息的

真实性ꎬ提升政府公信力ꎮ 街道办事处制订完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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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信息公开制度ꎬ明确公开的内容、范围、程序、时

限等ꎬ建立健全责任追究机制ꎬ严肃处理违反规定的

行为ꎮ 建立健全财务信息审核机制ꎬ对拟公开的财

务信息进行严格审核ꎬ确保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ꎮ 同时ꎬ街道办事处可以聘请第三方专业机

构对财务信息进行审计ꎬ将审计结果向社会公开ꎬ增

强财务信息公开的公信力ꎮ 第三ꎬ创新财务公开方

式ꎬ提高信息公开效率ꎮ 街道办事处管理者充分利

用微信公众号、微博、网站等新媒体平台ꎬ及时发布

财务信息ꎬ方便公众随时随地获取信息ꎮ 开发专门

的财务信息公开 Ａｐｐꎬ将各类财务信息进行整合ꎬ方

便公众查询和监督ꎬ定期组织开展财务信息公开宣

传活动ꎬ向公众普及财务知识ꎬ增强公众的参与意识

和监督意识[６]ꎮ

３.３　 健全财务监管体系

传统监督检查机制存在信息不对称、效率低下

等问题ꎬ无法适应新时期财务监管的需求ꎬ为此ꎬ工

作人员需充分利用互联网信息技术ꎬ建立街道办事

处财务举报平台ꎬ设置举报电话、邮箱、微信公众号

等多种举报渠道ꎬ方便群众随时随地反映问题ꎻ建立

健全举报信息保密制度ꎬ保护举报人合法权益ꎬ提高

群众参与监督的积极性ꎻ开发街道办事处财务监管

系统ꎬ将财务预算、收支、资产等关键信息纳入系统

管理ꎬ实现数据实时更新、动态监控ꎬ并将系统与上

级部门、审计部门等进行对接ꎬ实现信息共享ꎬ形成

监管合力ꎮ 同时ꎬ加强对街道办事处财务人员、网络

监管人员的业务培训ꎬ提升其运用互联网技术进行

财务监管的能力ꎬ建立健全网络监管工作机制ꎬ明确

职责分工ꎬ确保网络监管工作有序开展ꎮ 而绩效评

估是衡量街道办事处财务管理工作成效的重要手

段ꎬ工作人员将绩效评估结果与财务管理工作紧密

结合ꎬ充分发挥绩效评估的导向作用ꎬ促进财务管理

工作向规范化方向发展ꎮ 根据街道办事处工作实

际ꎬ制订科学合理的绩效评估指标体系ꎬ将财务预算

执行情况、资金使用效益、财务管理水平等纳入评估

范围ꎬ加强评估结果客观公正ꎮ 将绩效评估结果与

街道办事处领导班子考核、干部选拔任用、资金分配

等挂钩ꎬ对评估结果优秀的街道办事处给予表彰奖

励ꎬ对评估结果较差的街道办事处进行约谈整改ꎬ形

成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７]ꎮ

４　 结论

全面审视与深入分析新时期加强街道办事处内

部财务控制的对策研究ꎬ可以很好地解决当前街道

办事处财务管理面临的诸多问题ꎬ构建既符合现代

财务管理理念ꎬ又适应街道办事处实际需求的内部

财务控制体系ꎬ为街道办事处内部财务控制的加强

提供了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导ꎮ 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不断推进ꎬ加强内部财务控制不

仅是技术层面的革新ꎬ更是管理理念与模式的深刻

变革ꎬ需要街道办事处全体成员的共同参与和持续

努力ꎬ为基层社会治理的现代化进程贡献力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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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项目可研经济性与财务合规性评价体系研究

王生生

(国网浙江丽水供电公司财务部ꎬ浙江　 丽水　 ３２３０００)


摘　 要:在全球能源转型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大潮中ꎬ电力行业作为国家经济命脉与现代生活不可或缺的支柱ꎬ其项目投资决

策的精准度与财务健康状况显得尤为重要ꎮ 不同于其他行业ꎬ电力项目往往具有资本密集、周期漫长、技术复杂且受政策影响深

远的特点ꎬ这使得其经济性与财务合规性评价体系的构建面临巨大挑战ꎮ 随着可再生能源的兴起、智能电网的普及以及电力市

场化改革的推进ꎬ电力行业项目不仅需要在瞬息万变的市场环境中捕捉机遇ꎬ还需在严格的政策法规框架下确保财务稳健ꎮ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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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作为能源生产和消费的核心环节ꎬ电力项目不

仅承载着满足日益增长的电力需求、促进经济增长

的重任ꎬ还肩负着推动能源结构优化、实现低碳环保

目标的使命ꎮ 然而ꎬ电力行业项目特有的资本密集

型属性、长周期性以及对政策环境的高度敏感性ꎬ使

其在经济性评估与财务合规性管理上面临诸多挑

战ꎮ 加之近年来可再生能源技术的迅猛发展、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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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周刊

市场机制的不断创新以及国际国内政策法规的频繁

调整ꎬ电力行业项目在规划、建设和运营各阶段均需

面对复杂的市场和技术风险ꎮ 在此背景下ꎬ深入研

究并构建一套科学、系统的项目可研经济性与财务

合规性评价体系ꎬ对电力企业而言ꎬ不仅是提高项目

成功率、优化资源配置的关键ꎬ也是确保行业稳健发

展、实现能源转型目标的必然要求ꎮ

１　 项目可研经济性与财务合规性评价体系

存在的问题

１.１　 市场需求不稳定

电力项目市场需求受宏观经济环境、能源政策、

技术创新以及消费者偏好等因素的影响ꎬ使得需求

预测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ꎮ 例如ꎬ新能源的迅速发

展以及分布式电源的普及ꎬ改变了传统用电模式ꎬ使

大规模集中式电站负荷预测问题复杂化[１]ꎮ 此外ꎬ

越来越多的极端气候事件可能会使用电需求发生突

变ꎬ从而增加工程计划的风险ꎮ 电力项目经济性评

价中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因素ꎬ加大了项目前期规

划的难度ꎮ

１.２　 高初始投资与成本管理难度

电力项目ꎬ特别是建设发电厂或者电网基础设

施ꎬ往往需要大量的初期投资ꎮ 这些工程涉及土地

购买、设备采购、工程建设和技术开发等各个方面ꎬ
任何一个环节都有可能导致工程费用超支ꎮ 另外ꎬ
电力项目建设周期较长ꎬ在施工过程中可能会遇到

原材料涨价、人工成本上升以及难以预料的技术问

题ꎬ使工程造价控制变得更加困难ꎮ 项目前期投入

高ꎬ造价管理不确定ꎬ直接影响经济效益评价ꎬ增加

财务风险ꎮ

１.３　 政策法规变动频繁

电力行业受到国家政策的影响很大ꎬ包括电价

政策、补贴政策、环保政策、能源结构调整等ꎮ 政策

的不断变化对电力项目经济性评价提出了新的挑

战ꎬ特别是对可再生能源项目ꎬ其支持力度将直接影

响项目的收益与生存空间ꎮ 政策不确定会引起项目

预期收益的大幅波动ꎬ甚至有可能导致项目终止或

延期ꎬ严重影响项目财务合规性及经济性评价结果

的准确性ꎮ

１.４　 融资难度和资金回收周期长

电力项目具有资金密集性ꎬ往往需要长期、大规

模的资金投入ꎮ 但是ꎬ在对电力项目进行评估的过

程中ꎬ由于市场风险、成本风险以及政策风险等因素

的影响ꎬ加大了融资的难度ꎮ 与此同时ꎬ发电项目的

回收周期一般较长ꎬ往往要花上几十年才能收回投

资ꎮ 项目资金回收周期较长ꎬ机会成本较高ꎬ当经济

环境发生变化或利率上调时ꎬ其债务负担可能会进

一步加重ꎬ进而影响工程的财务状况与可持续经营

能力ꎮ 因此ꎬ对电力项目进行融资结构设计与资本

管理ꎬ是保证其经济可行性与财务合规性的重要

一环ꎮ

２　 项目可研经济性与财务合规性评价体系

发展的策略

２.１　 动态市场分析与灵活调整机制

２.１.１　 强化实时数据监控与市场趋势预测

对电力项目进行经济性评价ꎬ首先要对市场现

状及发展趋势进行准确把握ꎮ 这就要求项目组利用

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等先进数据分析方法ꎬ对电力

需求、电价、技术发展、政策导向等关键指标进行实

时监测ꎮ 例如ꎬ利用机器学习算法对历史用电数据

进行分析ꎬ并将天气预报与经济活动指数结合ꎬ能够

对未来一段时间内的电力需求进行精确的预测ꎬ为
工程规划提供依据[２]ꎮ 与此同时ꎬ项目还将密切关

注国际、国内政策动态ꎬ如国家对新能源政策的扶持

力度以及碳交易机制的变化ꎬ及时响应政策变化ꎬ调
整项目方向和策略ꎮ 比如ꎬ当政策偏向清洁能源开

发时ꎬ项目方可在适当时机加大对新能源(如风电、
光伏)的投资ꎬ以顺应政策导向ꎬ降低合规风险ꎮ

２.１.２　 设立多情景分析与应急计划

在电力市场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情况下ꎬ单纯

的经济性评价不能完全反映项目的实际风险ꎮ 因

此ꎬ采用多情景分析方法ꎬ即建立多个可能发生的市

场环境及政策变动情况下的项目模型ꎬ可以有效地

提高项目决策的质量ꎮ 以新建电站为例ꎬ分别设置

基准情景(现行政策与市场环境)、乐观情景(政策

利好、能源价格下跌)、悲观情景(政策收紧、能源价

格暴涨)ꎬ对不同情景下的经济效益与财务合规性

进行评价ꎮ 在此基础上ꎬ根据多情景分析结果ꎬ制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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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论坛

相应的应急预案ꎬ包括控制成本、多元化融资渠道和

调整市场定位ꎬ以应对可能发生的不利情况ꎮ 比如ꎬ
当悲观情况发生的可能性很大时ꎬ项目方可能需要

事先与银行或投资机构进行沟通ꎬ以保证在资金紧

张的情况下仍然能够得到必要的融资支持ꎬ或者考

虑把部分高风险的资金转移到电网维护升级等较为

稳定的市场细分领域ꎬ以分散风险ꎮ
２.２　 精细化成本管理与项目管理体系

２.２.１　 实施全生命周期成本管理

电力项目从规划、设计、建设、运营到退役ꎬ每个

阶段都有其特定的成本和风险ꎮ 精细化的成本管理

意味着在项目全生命周期内进行成本控制ꎬ确保每

一笔支出都能得到合理规划和有效监控ꎮ
在项目启动阶段ꎬ根据历史资料及市场分析ꎬ对

施工成本、运行费用、燃料费用、折旧费用等进行详

细预测ꎬ并据此编制工程预算ꎮ 例如ꎬ对新电站来

说ꎬ需要对土建、设备、安装调试、人员培训等方面进

行详细的列明ꎬ并且要预留足够的缓冲空间ꎬ以应付

可能出现的超支风险ꎮ 在项目实施阶段ꎬ建立成本

监控体系ꎬ定期将成本和预算进行对比ꎬ找出差异所

在ꎬ分析原因ꎬ并根据需要对成本控制策略进行调

整ꎮ 例如ꎬ当原材料涨价导致成本超过预期时ꎬ项目

组需要尽快找到合适的供应商ꎬ或者对设计方案进

行优化ꎬ降低成本ꎮ 在项目运行阶段ꎬ定期开展费用

收益分析ꎬ评价项目经济效益是否达到预期目标ꎬ及
时发现和解决低效环节ꎮ 如在用水电站ꎬ要定期检

查设备维修费用占发电收入的比例ꎬ以保证有效地

控制运行费用ꎮ
２.２.２　 构建集成化项目管理体系

电力项目复杂多变ꎬ迫切需要一种综合管理系

统来保证工程进度、质量与费用三者之间的协调统

一ꎮ 电力项目中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ꎬ如技术、市场

和政策等ꎮ 建立风险管理系统ꎬ识别风险ꎬ评估风

险ꎬ制订风险应对计划ꎬ确保项目顺利进行ꎮ 例如ꎬ
为应对可再生能源项目可能出现的间歇性用电问

题ꎬ需要提前设计储能系统或者与其他能量互补的

方式来降低出力波动ꎮ 电力项目往往涉及政府、金
融机构、供应商和承包商等多个利益主体ꎮ 建立多

方协作机制ꎬ保证信息共享和责任清晰ꎬ是提高项目

实施效率的有效途径[３]ꎮ 比如ꎬ定期召开项目协调

会ꎬ使各方能够及时沟通项目进度ꎬ解决问题ꎬ避免

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延误ꎮ 电力项目建设必须严格

执行国家及当地有关环保、安全、节能等相关法律法

规ꎮ 建立内部审核机制ꎬ定期对项目执行情况进行

审核ꎬ确保项目在法律框架下进行ꎬ避免法律风险及

罚款ꎮ
２.３　 政策法规跟踪与合规管理

２.３.１　 建立政策法规情报系统

电力行业项目往往涉及多重政策层面ꎬ包括但

不限于能源政策、环保标准、税收优惠、土地使用、安
全规范等ꎮ 建立高效的情报系统ꎬ用于持续监测和

解读相关政策法规的最新动态ꎬ对项目而言至关重

要ꎮ 通过订阅官方发布的政策文件、参加行业研讨

会、加入行业协会等方式ꎬ确保项目团队能够第一时

间获取政策更新ꎮ 例如ꎬ对新能源项目ꎬ应密切关注

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等部门发布的关于可再生

能源补贴政策、上网电价政策的最新通知ꎮ 邀请法

律、经济、行业专家加入项目顾问团队ꎬ对收集到的

政策信息进行专业解读ꎬ评估其对项目的影响ꎮ 例

如ꎬ一项新的环保法规出台ꎬ可能要求燃煤电厂加装

脱硫脱硝装置ꎬ专家顾问团可以评估这一要求对项

目成本和运营的影响ꎬ为项目决策提供依据ꎮ
２.３.２　 实施主动合规管理策略

电力行业项目在执行过程中ꎬ必须确保所有活

动符合现行的法律法规要求ꎬ避免合规风险带来的

经济损失和声誉损害ꎮ 根据项目所在地的法律法

规ꎬ编制详细的合规操作手册ꎬ明确各项活动的合规

要求和操作流程ꎮ 例如ꎬ对跨国电力项目ꎬ应详细列

出跨境电力贸易的关税规定、国际结算规则、外汇管

制政策等ꎬ确保项目在国际法规框架内运作ꎮ 建立

定期的合规审查机制ꎬ对项目活动进行合规性检查ꎬ
发现问题及时整改ꎮ 同时ꎬ组织员工合规培训ꎬ增强

全员的合规意识ꎬ提升操作水平ꎮ 例如ꎬ每年对项目

财务报告的编制人员进行税法更新培训ꎬ确保财务

报告的准确性和合规性ꎮ 针对可能发生的合规危

机ꎬ如政策突变、监管调查等情况ꎬ制订应急响应预

案ꎬ包括合规危机的识别、报告、处理流程以及外部

沟通策略ꎮ 例如ꎬ一旦项目遭遇突发的环保法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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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ꎬ立即启动应急响应机制ꎬ评估影响范围ꎬ与相关

部门沟通ꎬ调整项目计划ꎬ以最小化合规危机对项目

的影响ꎮ
２.４　 多元化融资渠道与灵活资金管理

电力行业项目因其资本密集型的特点ꎬ对资金

的需求量巨大ꎬ单一的融资方式难以满足项目全生

命周期的资金需求ꎮ 因此ꎬ构建多元化的融资渠道

与灵活的资金管理体系ꎬ对电力项目而言尤为重要ꎮ
２.４.１　 开拓多元化的融资来源

电力项目要积极拓宽多元化融资渠道ꎬ分散风

险ꎬ保证资金链的稳定和健康发展ꎮ 在电力项目中ꎬ
可引入国内外投资基金、私人股本和战略投资者ꎬ以
股权融资的形式进行融资ꎮ 例如ꎬ大型风力发电项

目可通过发行优先股ꎬ吸引以绿色能源为主要投资

方向的资金投入ꎬ不仅可解决项目前期资金需求ꎬ还
可减轻债务负担ꎮ 对现金流量较稳定的电力项目ꎬ
可考虑发行企业债或资产证券化等方式进行融资ꎻ
比如ꎬ一家成熟的电力公司ꎬ可以通过资产证券化的

方式ꎬ将未来的电费收入打包发行资产支持证券

(ＡＢＳ)ꎬ用于新项目的发展ꎮ 积极向世界银行ꎬ亚洲

发展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提供资助、贷款担保ꎬ或参

加其贷款项目ꎮ
２.４.２　 实施灵活的资金管理策略

在电力项目资本管理方面ꎬ要灵活地适应市场

的变化以及项目周期中资本的变化ꎮ 建立精细化现

金流量预测模型ꎬ准确预测项目各个阶段的现金流

量ꎬ提前做好资金分配计划ꎮ 以在建核电站为例ꎬ在
建设高峰时期ꎬ要考虑巨大的资金需求ꎬ提前做好融

资计划ꎬ保证建设不会出现资金短缺的情况ꎮ 为应

对突发事件ꎬ如自然灾害、政策变化引起的费用超出

预算等ꎬ建立合理的应急资金池ꎮ 例如ꎬ海上风力发

电工程可能会预留一定比例的工程预算作为风险准

备金ꎬ以应付因恶劣天气导致的工程延误及维修费

用ꎮ 定期对各种融资方式进行成本评估ꎬ选择成本

低且风险可控的融资方式ꎮ 比如ꎬ在市场利率下调

的情况下ꎬ电力企业可考虑重新协商贷款条件ꎬ降低

贷款利率ꎬ或采用债券回购等方法来优化现有的债

务结构ꎬ降低融资成本ꎮ
通过多元化融资渠道与灵活资金管理策略的实

施ꎬ电力行业项目能够有效缓解资金压力ꎬ增强财务

稳健性ꎬ为项目的顺利推进和长期运营奠定坚实的

财务基础ꎮ 这不仅有助于提升项目的经济性ꎬ还能

确保项目在财务合规性方面的高标准ꎬ促进电力行

业的健康发展ꎮ

３　 结论

在电力行业这一关乎国计民生与能源转型的关

键领域ꎬ项目可研经济性与财务合规性评价体系的

完善ꎬ不仅是确保项目成功实施的基石ꎬ更是驱动行

业高质量发展的引擎ꎮ 通过对市场需求波动的敏锐

洞察、成本管理的精细把控、政策法规的及时跟进以

及多元化融资渠道的开拓ꎬ电力行业项目能够有效

抵御内外部风险ꎬ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价值的双重

提升ꎮ 尤其在当前全球能源转型的大背景下ꎬ电力

项目作为清洁能源推广与智能电网建设的核心ꎬ其
经济性与合规性的评价体系需与时俱进ꎬ不断创新

与优化ꎬ以引领行业向着绿色、智能、高效的方向

迈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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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整合重组背景下以持有股权增资方式形成企业合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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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十年ꎬ国家正在大力推行国有企业的整合重组ꎬ海南省近几年也在全面推进国有企业整合重组ꎬ优化海南自由贸

易港国有资本布局ꎬ旨在促进经济增长ꎬ增强企业竞争力ꎮ 文章梳理了国有企业重组重要形式之一的以持有股权增资扩股形成

企业合并的若干难点问题ꎬ并借助案例进一步阐释和分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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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自 ２０１５ 年以来ꎬ随着中央深化国企改革政策的

推进ꎬ海南省积极响应ꎬ通过市场化手段加速国有企

业重组整合ꎬ优化国资布局ꎮ 截至 ２０２３ 年ꎬ海南省

及下属市县已形成新的国有企业架构ꎬ显著提高了

资本配置效率与企业竞争力ꎮ 文章旨在探讨这一进

程中所涉及的主要会计问题ꎬ包括企业合并的性质

认定、合并类型的区分、控制权日的确定以及相关方

的会计处理方法ꎮ

１　 研究背景

１.１　 海南省国有企业重组的现状

从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的«关于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到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中办

和国办联合印发的«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升行动方

案(２０２３—２０２５ 年)»ꎬ均要求国有企业以市场化方

式推进整合重组ꎬ提高国有资本配置效率ꎬ加快资源

整合集聚ꎬ打造一批有市场竞争力的国有企业ꎮ

近年来海南省人民政府抢抓全面深化改革和海

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重大机遇ꎬ调整业态布局ꎬ明确

各自重点发展方向ꎬ积极创新体制机制ꎬ进一步优化

国资监管模式ꎮ 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海南省正式印发«海
南省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方案 ( ２０２３—２０２５

年)»ꎬ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和国有企业改革行动

的背景下ꎬ海南国有企业加速重组整合ꎬ形成了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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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资国企布局ꎮ 省属国有企业构建了“２ 家投资运

营主体＋７ 家龙头产业集团＋９ 家专业化特色企业”
的新架构ꎮ 海口市属国有企业形成了“２ 家国有资

本投资运营平台＋４ 家行业集团”的布局ꎬ三亚市属

国有企业则规划为“９ 个产业集团发展”的格局ꎮ 此

外ꎬ其他市县的国有企业整合重组也在进行中ꎮ 这

一新布局不仅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ꎬ还推动了海南

国有企业的创新和高质量发展ꎮ
１.２　 国有企业重组中涉及的主要会计问题

国有企业重组中涉及的主要会计问题有如下几

点:一是以持有股权增资实现企业合并的交易性质

和适用准则的判断ꎻ二是以持有股权增资实现企业

合并的合并类型判断ꎬ即属于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或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ꎻ三是取得控制权日的判

断ꎻ四是投资方及被投资方相关会计处理问题ꎮ

２　 国有企业整合重组过程中的主要方式和

面临的主要会计问题

２.１　 国有企业整合重组主要方式

目前ꎬ国有企业整合重组的主要方式有新设合

并、吸收合并和控股合并ꎮ 控股合并中的以持有股

权增资扩股来实现国有企业的整合ꎬ已经成为普遍

的方式之一ꎮ 合并方以持有子公司的股权作为出

资ꎬ被合并方以评估作价后的股权价值(标的股权)
折算为本公司的股权为支付方式ꎬ是一个以股权换

股权的过程ꎮ 以持有的股权增资扩股来实现国有企

业的整合可增加股权利用的渠道ꎬ同时降低股权转

让的交易成本ꎮ 利用股权增资的方式ꎬ发挥了国有

企业股权资本的效力ꎬ同类型国有企业进行联合ꎬ既
减少竞争对手ꎬ又扩大投资规模形成规模效应ꎬ进行

集约化经营[１]ꎮ
２.２　 国有企业整合重组面临的主要会计问题

２.２.１　 关于交易性质及适用准则的判断问题

以持有的股权增资实现企业合并ꎬ是指投资方

以股权的方式对被投资方进行增资ꎬ且本次增资后

使得投资方对被投资方形成控制ꎮ 从投资方角度ꎬ
讨论以持有的股权对国有企业增资实现企业合并的

交易实质时ꎬ明确其性质对财务处理和财务报告具

有重要意义ꎮ 首先ꎬ关于此类交易是否属于非货币

性资产交换ꎬ需要对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本质及特

征进行分析ꎮ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本质是企业“以物

换物”的交易行为ꎬ该交易不涉及或仅涉及少量的

货币性资产ꎮ 具体到以长期股权投资对国有企业增

资的案例ꎬ首先应确认股权属于非货币性资产ꎮ 其

次ꎬ以持有的长期股权投资对被投资方(国有企业)
进行增资ꎬ其本质相当于以股权与被投资方股权的

交换ꎮ 因此从实质角度分析ꎬ该交易应被视作非货

币性资产交换ꎮ
投资方以持有的股权对国有企业增资实现企业

合并的交易属于在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中形成企业合

并的情形ꎬ故其在个别报表会计处理时ꎬ适用«企业

会计准则第 ２０ 号———企业合并»(以下简称企业合

并准则)、«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长期股权投

资»(以下简称长期股权投资准则)ꎮ
２.２.２　 关于合并类型的判断问题

根据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与非同一控制下企业

合并的相关定义ꎬ结合«关联方披露»中对交易双方

除最终控制方是国家外不存在其他关联方关系的企

业ꎬ不被视为关联方的规定来分析ꎬ文章中ꎬ以持有

股权增资实现国有企业合并ꎬ投资方与被投资方同

受国资委的控制并非暂时性的ꎮ «‹企业会计准则

第 ２０ 号———企业合并›应用指南» (以下简称应用

指南)提出ꎬ在判断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时ꎬ必须考

虑其业务实质ꎮ 在实务中ꎬ可从商业实质、主导方、
交易目的等方面进行分析ꎬ回归文章ꎬ若该交易的主

导方为代表国家的政府部门ꎬ其促使企业合并的目

的是增强国有企业竞争力ꎬ本次重组不属于交易双

方自愿达成的ꎬ且不具有商业实质ꎬ应判断为合并双

方资产、负债的简单整合ꎬ通常认定为同一控制下的

企业合并ꎮ
根据上述分析ꎬ投资方以持有股权增资实现国

有企业合并ꎬ如果是在国资委主导下开展的且不具

有商业实质ꎬ其交易的本质不是源于自愿形成的市

场公平交易ꎬ那么该交易应被视为同一控制下的企

业合并ꎮ
２.２.３　 关于合并日的确定问题

以国有企业的股权进行增资形成企业合并ꎬ对
合并日的确定是实务中的难点ꎬ在实际操作中ꎬ通常

国资委先下发增资的文件ꎬ开始对被合并企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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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产核资、资产评估等工作ꎬ而办理工商信息变更及

合并方完成管理人员派驻通常需要较长时间ꎮ
合并日ꎬ是指合并方实际取得对被合并方控制

权的日期ꎮ 如何认定合并方已取得被合并方的控制

权是判断核心ꎬ可通过应用指南中规定的五个条件

结合实际情况进行判断ꎬ即考虑相关协议是否已经

公司内部批准、合并事项是否已经国家部门审批、是
否完成必要的财产转移手续、是否支付了大部分对

价以及合并方是否实质取得了被合并方的控制权ꎮ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ꎬ确定合并日的问题ꎬ一直是实

务中争议的焦点ꎮ 文章认为实务中不能仅以国资委

下发的增资文件的日期作为合并日ꎬ也并非一定要

同时满足应用指南中规定的 ５ 个条件ꎬ在同一控制

下的企业合并背景下ꎬ存在最终控制方ꎬ若其他条件

满足的情况下ꎬ未办理权属变更且权属变更不存在

实质性障碍ꎬ也可视为达到控制ꎮ 应根据实际情况

进行判断合并方是否已取得被合并方的控制权ꎮ
２.２.４　 关于合并方的会计处理问题

(１)合并方个别报表长期股权投资的确认和

计量

针对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ꎬ合并方应在合并

日期确认长期股权投资ꎬ其初始成本以被合并方在

集团最终控制方合并财务报表中的账面价值份额确

定ꎮ 这一初始成本与合并方支付的股权价值之间的

差异ꎬ应通过调整资本公积和留存收益(资本公积

不足冲减时)予以处理ꎮ
(２)合并方编制合并财务报表的会计处理

在合并方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ꎬ必须依据一体

化存续原则ꎬ将合并后形成的报告主体视同自最终

控制方开始实施控制时起即为连续存续的统一体ꎮ
这需反映在合并财务报表中ꎬ意味着由母子公司组

成的报告主体的规模和经营成果应追溯并持续

计算ꎮ

３　 相关案例分析

３.１　 案例背景和相关问题

Ａ 公司、Ｂ 公司分别为国资委的子公司ꎬＣ 公司

是 Ａ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ꎬ２０２４ 年 ８ 月 ３１ 日ꎬ省政府

下发国有企业整合重组通知文件ꎬ国资委委托中介

机构对所属国有企业进行清产核资审核ꎬ清产核资

基准日 ２０２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ꎮ ２０２４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ꎬＡ
公司下发文件将其持有的 Ｃ 公司 １００％ 股权向 Ｂ 公

司进行增资并获取了国资委的批复ꎬＡ 公司向 Ｂ 公

司增资后对 Ｂ 公司形成重大影响ꎮ Ｂ 公司于 ２０２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向 Ｃ 公司派驻了董事、总经理等高级

管理人员ꎬ对 Ｃ 公司开始实施控制ꎮ ２０２５ 年 １ 月 ２０
日ꎬＣ 公司完成工商信息变更登记ꎮ

假定本案例不考虑案例中未描述的其他条件ꎮ
该案例主要讨论四个问题:(１)Ａ 公司与 Ｂ 公司该

项交易的性质、适用的企业会计准则及个报的会计

处理ꎻ(２)Ｂ 公司合并类型的判断ꎻ(３) Ｂ 公司合并

日的确定ꎻ(４) Ｂ 公司对该交易在合并报表层面的

抵消分录ꎮ
３.２　 分析和结论

针对问题(１)ꎬＡ 公司将其持有的 Ｃ 公司的股

权换取 Ｂ 公司的股权ꎬ向 Ｂ 公司增资后对 Ｂ 公司形

成重大影响ꎬ未达到控制ꎬＢ 公司未纳入 Ａ 公司的合

并范围ꎮ Ａ 公司该项增资行为不属于企业合并ꎬＡ
公司在个别报表处理时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 ７
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确认长期股权投资ꎮ

假设该项交易不改变企业未来现金流量的风

险、时间分布或金额ꎬＡ 公司应以账面价值为基础计

量ꎮ 对换入 Ｂ 公司股权的成本确认问题ꎬＡ 公司应

当以换出的 Ｃ 公司股权账面价值作为换入 Ｂ 公司

股权成本的基础ꎻ对换出的 Ｃ 公司股权终止确认时

不确认损益ꎮ
Ｂ 公司将其自身的股权换取 Ｃ 公司 １００％ 的股

权ꎬ对 Ｃ 公司达到控制ꎬＣ 公司纳入 Ｂ 公司合并范

围ꎬ形成企业合并ꎬＢ 公司在个别报表处理时适用企

业合并准则和长期股权投资准则ꎮ
本次企业合并属于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ꎬ根

据长期股权投资准则ꎬＢ 公司应当在合并日 (即

２０２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确认长期股权投资ꎬ其初始投

资成本以 Ｃ 公司经审计清产核资合并财务报表归

属于母公司的股东权益账面价值份额确认ꎮ 初始投

资成本与 Ａ 公司下发的增资文件中注明的增资金

额之间的差额调整资本公积和留存收益(资本公积

不足冲减时)ꎮ Ｂ 公司个别报表的相关会计处理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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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下(相关数字予以忽略):
借:长期股权投资－Ｃ 公司

　 贷:实收资本－Ａ 公司

资本公积(差额)
针对问题(２)ꎬ从股权结构上ꎬＡ 公司、Ｂ 公司、

Ｃ 公司同受国资委的控制ꎬＢ 公司获取 Ｃ 公司股权

形成企业合并ꎬ并非属于同一企业集团内部所进行

的企业合并ꎬ其最终控制方属于地方国资委ꎮ 这种

情况下ꎬ通常按照个案实际情况进行认定ꎮ 从实质

重于形式角度来看ꎬ该项企业合并是政府对国有资

产重整布局的大规模行动的一部分ꎬ国资委代表政

府履行出资人义务ꎬ是该项企业合并的直接推动者ꎬ
实质上国资委在此项交易中实施了控制ꎬ而非重组

企业之间按市场原则自愿谈判达成ꎬ该项交易不具

有商业实质ꎬ并非自愿达成的市场公平交易ꎬ因此可

视为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ꎮ
针对问题(３)ꎬ本例中存在四个关键日期ꎬ即

２０２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２０２４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２０２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和 ２０２５ 年 １ 月 ２０ 日ꎬ分别为清产核资基准

日、增资文件下发日、委派人员接管日和工商变更登

记日ꎮ 结合应用指南对实现控制权的转移需同时满

足的 ５ 个前提ꎬ一项企业合并ꎬ取得公司决策机构和

国家相关部门批准是对企业合并交易或事项进行会

计处理的前提ꎬＡ 公司下发的注资文件并获取国资

委的审批符合前两项条件ꎮ 后三项条件围绕控制定

义考虑的ꎬＢ 公司向 Ｃ 公司派驻了董事、总经理等高

级管理人员ꎬＢ 公司实际上对 Ｃ 公司的财务和经营

政策实施了控制ꎬ对 Ｃ 公司享有相应的收益并承担

相应的风险ꎬ已对 Ｃ 公司具有实质控制权ꎮ 截至

２０２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ꎬ虽工商变更、登记过户手续尚

未办理完成ꎬ但权属的变更不存在实质性障碍ꎮ 根

据上述分析ꎬ同时满足条件视为实现了控制权的转

移ꎬ则合并日应确定为 ２０２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ꎮ
针对问题(４)ꎬＢ 公司在本次交易中属于用非

货币性资产作为对价进行企业合并的情形ꎬ其在合

并报表层面适用长期股权投资准则、企业合并准则

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３ 号———合并财务报表» (以

下简称合并财务报表准则)ꎬ且本次企业合并属于

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ꎮ
Ｂ 公司合并报表层面的抵销分录:
借:实收资本－Ｂ 公司

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

　 贷:长期股权投资－Ｃ 公司

在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ꎬＢ 公司应视同自国资

委开始控制起报告主体即为一体存续ꎮ 对合并前 Ｃ
公司归属于 Ｂ 公司的留存收益ꎬ应在 Ｂ 公司合并财

务报表中体现在留存收益中ꎮ 在进行所有者权益内

部调整时ꎬ应以 Ｂ 公司的资本公积(或调整后的资

本溢价部分)为限ꎬ将 Ｃ 公司在合并日之前按持股

比例 １００％归属于 Ｂ 公司的留存收益自资本公积转

入留存收益ꎮ
借:资本公积－资本溢价

　 贷:未分配利润

盈余公积

４　 结论

文章针对国资背景下以持有股权增资扩股形成

企业合并的案例ꎬ研究了其交易性质及适用的准则、
合并类型及合并日的确定等问题ꎬ形成以下主要结

论:一是国有企业或国资委以持有的股权对国有企

业增资实现企业合并的交易实质既属于非货币性资

产交换也属于企业合并ꎬ适用企业合并准则、长期股

权投资准则和合并财务报表准则ꎮ 二是以持有股权

增资实现国有企业合并ꎬ应从商业实质、主导方及交

易目的等维度综合判断合并类型ꎮ 三是合并日的确

定ꎬ应根据合并方对被合并方实施控制的时点作为

合并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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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技企业收入的确认及其信息系统化的实践经验探讨

袁　 园

(上海胜者教育科技有限公司ꎬ上海　 ２０１８００)


摘　 要:当前经济环境下ꎬ收入作为衡量企业经营规模和市场占有率的重要财务指标ꎬ其确认和计量对企业财务核算具有重

大影响ꎮ 文章基于新收入准则背景ꎬ通过对教育科技企业业务模式、会计处理、信息系统化联结及业财融合等方面的研究ꎬ分析

其如何以控制权转移作为收入确认判断标准ꎬ以及如何运用新收入准则中的“五步法模型”逐步进行收入确认和计量ꎬ以加强对

收入业务流程的监督和管理ꎬ规范收入处理流程ꎬ确保企业相关财务信息的规范性和准确性ꎬ为企业的稳健发展提供有力支持ꎮ

关键词:教育科技企业ꎻ新收入准则ꎻ信息系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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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历经数十年的发展ꎬ我国的教育培训市场体量

已颇具规模ꎮ 现存如早期教育、学科教育、素质教育

等多种类型的教育企业ꎮ 与其他教育企业相比ꎬ教
育科技企业在技术创新、个性化学习体验、持续的产

品迭代和服务更新等方面体现出了独特的优势和特

点ꎮ 与传统的线下教育企业不同ꎬ教育科技企业的

业务包括面授培训、互联网在线教育、图书发行等业

务模式多样且具有代表性ꎬ客户来源包括自营拓展

和经销商、合伙人等推荐方式ꎬ服务形式上既有线下

面授方式也有依托互联网线上平台进行课程的录

播、直播方式以及线上＋线下结合的服务形式ꎬ收入

类型包括培训资料、课程服务、其他增值服务以及企

业开发搭建的教育在线平台使用费[１]ꎬ同时ꎬ根据

交易方式的不同可将预收账款分为现金收款、银行

转账收款和第三方平台收款ꎮ

１　 研究背景

财政部于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５ 日发布了修订后的新

收入准则ꎬ即«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４ 号———收入»ꎬ该
准则设定了收入五步法模型ꎬ明确规定应当在客户

取得相关商品或服务控制权时确认收入ꎬ并对包含

多重交易安排合同的会计处理提供明确的指引ꎬ增
加了单项履约义务的概念ꎬ科学合理地反映了企业

的收入确认过程ꎬ使会计处理原则更加统一ꎬ提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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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信息可比性[２]ꎮ
教育科技企业提供服务的连续性和时效性等特

征ꎬ为收入确认带来了独特的挑战ꎬ因此ꎬ教育科技

企业亟须构建与业务流程匹配的信息系统架构ꎬ同
时研究信息系统化业务模块搭建方式ꎬ确保信息系

统与日常业务之间的无缝对接ꎮ 在此基础上ꎬ财务

人员与业务人员应该保持紧密合作ꎬ推进企业各部

门之间高效协同ꎬ实现业务端和财务端全方位的深

度整合ꎬ及时解决企业遇到的相关问题ꎬ提高企业管

理的效率和质量ꎮ
文章基于新收入准则的背景ꎬ结合上述教育科

技企业的特征ꎬ从收入确认的相关理论与实践出发ꎬ
分析当前教育科技企业收入确认和计量在会计处

理、系统联结以及业财融合等多方面面临的挑战ꎬ并
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解决策略ꎬ旨在为相关领

域提供实用参考ꎮ

２　 新收入准则下教育科技企业的会计处理

在新收入准则的指导下ꎬ教育科技企业应当在

客户取得相关服务控制权的时点ꎬ即企业履行了合

同中的履约义务ꎬ学员得以行使全部教学服务权利

并从中获得几乎全部经济利益时确认相应收入ꎮ 因

此ꎬ教育科技企业在处理日常业务时ꎬ应遵循收入确

认“五步法”进行会计处理ꎮ

２.１　 识别与客户订立的合同

根据新收入准则的规定ꎬ收入确认的基础本质

上是以与客户间达成的合同为依据ꎮ 合同作为与客

户之间所达成的一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规定了

各方的权利与义务ꎮ 这种合同可以以书面形式呈

现ꎬ也可以是基于双方口头约定或其他形式ꎮ 教育

科技企业在日常业务中通常使用电子形式进行合同

签署ꎬ使用的电子签名与传统手写签名通常具有相

同的法律效力ꎮ
２.１.１　 合同订立

教育科技企业与学员或合作机构签订合同均需

确保双方对履行各自义务的明确承诺ꎬ以确保交易

的顺利进行ꎮ 为此ꎬ教育服务合同必须囊括一系列

核心要素以维护交易的顺畅与合法性ꎮ 首先ꎬ合同

需详尽描述服务的具体内容和范围ꎬ清晰界定各方

权利和义务ꎮ 其次ꎬ服务定价、支付方式、支付期限

以及退款政策应当明确规定ꎮ 再次ꎬ鉴于行业特性ꎬ

机密信息保护条款不可或缺以防范未经授权的披露

或不当使用ꎮ 最后ꎬ合同应明文规定终止和解除条

件ꎬ包括可能的违约责任和争议解决机制ꎬ为可能出

现的合同解约情形提供明确指导ꎮ

２.１.２　 合同终止

在学员终止尚未完全履行的合同的情形下ꎬ教
育科技企业不再负有向学员提供剩余服务义务ꎬ如

果已向学员收取预收账款且无须退回ꎬ则应将该预

收账款确认为企业收入ꎮ 反之ꎬ若企业依然需退还

收取的款项ꎬ则应将其作为负债进行会计处理ꎬ直至

相关的履约义务得到满足或退款义务已经落实ꎬ方

可根据会计准则相应调整收入的确认ꎮ

２.１.３　 合同整合

在日常经营活动中ꎬ教育科技企业通常与学员

签订单一合同ꎮ 然而ꎬ为简化会计核算过程ꎬ企业有

时会对具有相似特征的合同进行整合归类ꎮ 依照新

收入准则的要求ꎬ当企业识别到与同一客户在同一

时间或相近时间签订多份合同时ꎬ必须评估这些合

同是否可被视作单一合同进行会计处理ꎮ 若这些合

同的商业目的相同、合同价款依赖其他合同的价格

或履约情况或者合同中所承诺的服务符合构成单项

履约义务的条件时ꎬ教育科技企业应合并成一份合

同进行会计处理ꎮ

２.１.４　 合同变更

在双方确认服务合同后ꎬ如出现对原合同范围

或价格的变动ꎬ教育科技企业应当对合同内容变更

做出判断ꎬ以确定是否有新增服务以及相应的合同

价款ꎮ 如果新增合同价款能体现新增服务的独立售

价ꎬ可将变更部分视为独立合同进行会计处理ꎮ

反之ꎬ若无法反映相应的独立售价ꎬ企业需要判

断是否可以区分变更时已完全提供的服务与尚未完

全提供的服务或服务中的履约义务ꎮ 对可明确区分

的履约义务ꎬ当原合同中的服务已完全提供并终止

确认时ꎬ应对尚未完成的服务部分以及合同变更的

内容重新组合ꎬ视为新合同来处理ꎮ 对履约义务无

法清晰区分的ꎬ应将这些变更视为原合同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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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会计处理ꎮ 若这些变更影响了已确认的收入

时ꎬ企业需要在合同变更日对当期收入进行相应调

整ꎬ以确保财务报告可以反映最新合同条款带来的

影响ꎮ

２.２　 识别合同中的单项履约义务

履约义务是合同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ꎬ教育

科技企业在履行合同过程中ꎬ需要明确区分所提供

的服务承诺以确保合同的顺利履行ꎮ 由于教育科技

企业日常工作中的业务合同通常是单项履约义务ꎬ

所以在合同开始日ꎬ企业需对合同进行评估ꎬ准确识

别合同中的各项履约义务ꎮ 这些义务指的是能使客

户从该项承诺中单独受益ꎬ或向学员转让一系列可

明确区分且模式统一的同类商品承诺ꎮ

２.３　 确定交易价格

教育科技企业在向学员提供商品或服务时ꎬ预

期收取的对价金额通常基于固定价格进行会计计

量ꎮ 在确定交易价格时ꎬ企业需要全面考虑合同中

包括数量、价格、折扣、付款方式、货币汇率等因素在

内的所有条款ꎬ代收的第三方款项及预期退款应作

为企业的一项负债来进行处理ꎮ

教育科技企业确定交易价时ꎬ需考虑可变对价

及应付客户对价的影响ꎮ 可变对价即合同中包含的

金额或支付条款可能发生变化的如销售折扣、退款

保证等条款和条件ꎮ 企业需要识别并评估其可变对

价对交易价格的影响ꎬ运用期望值或可能发生金额

等方法来确定可变对价的最佳估计数ꎮ 应付客户对

价即企业向渠道及经销商支付的返利ꎬ企业需要在

交易价格中将其扣减ꎬ并在确认收入与支付对价时ꎬ

以较晚者为准冲减企业当期的收入ꎮ
如果学员在购课时选择超过一年的分期付款ꎬ

通常涉及重大融资成分ꎮ 学员与企业之间不仅建立

了教育服务的供需关系ꎬ而且衍生出了一层融资联

系ꎬ企业在此类交易中既是教育服务的提供者ꎬ也是

信用的授予者ꎮ 这意味着在账务处理过程中ꎬ不仅

要考虑课程服务的成本与收益ꎬ还需充分考量融资

活动产生的利息收入或成本以及可能的信用风险ꎬ
从而全面反映企业财务状况ꎬ维护财务健康与市场

信誉ꎮ

２.４　 将交易价格分摊至各单项履约义务

当合同有多项履约要求ꎬ教育科技企业需在合

同起始日ꎬ按照单独交易的价格将交易总价分摊到

各个履约义务上ꎮ 若仅提供单一课程及配套教学服

务的则为单项履约义务ꎬ不需要将交易价格进行分

摊ꎬ将收到的课程费扣除折扣及返款金额的总额确

认为收入即可ꎮ 若提供两个及两个以上不同课程教

学服务组成的课包ꎬ当无法直接观察单独售价时ꎬ需
要对该课包中的课程采用成本加成模式分摊确认课

程交易价格ꎮ

２.５　 履行每一单项履约义务时确认收入

企业需明确履约义务是在特定某一时间点还是

某一时间段内完成[３]ꎬ不同的履约义务完成时间应

采取不同的方式来确认收入并进行会计处理ꎮ 若是

在时间段内履行ꎬ企业应依据服务特点ꎬ通过产出法

或投入法确定履约进度ꎬ并据此确认收入:若仅在某

一时间点履行义务完成ꎬ则企业应在学员完成相关

服务时确认收入ꎮ
当教育科技企业完成各单项履约义务ꎬ且其提

供服务的控制权已转移或交付至学员ꎬ当学员已获

得能够支配商品或服务的使用权力并从中得到绝大

部分经济利益时ꎬ企业应当依照新收入准则要求将

相应的预收账款转化为收入ꎮ

３　 教育科技企业收入核算的系统建设和业

财融合

教育科技企业收入核算系统需要与财务管理和

业务系统紧密结合ꎬ实现财务与业务的协同工作ꎬ促
进数据共享和透明化ꎬ实现业财数据的整合和一体

化管理ꎮ

３.１　 登记订单

技术部门应基于新收入准则的五步法来设计和

开发系统ꎬ并在系统建设过程中对业务端进行全面

的需求分析和规划ꎮ 销售部门作为订单流程的起

点ꎬ负责在系统中创建学员订单ꎬ并登记学员信息、
课程信息及订单金额等相关信息ꎮ 客服部门则负责

服务学员并在收入核算系统建设中完善相关信息ꎬ
推动电子合同的签署与支付流程ꎮ

系统订单记录为财务部门日后核算提供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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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ꎬ财务部门应通过构建跨部门信息共享平台ꎬ实
现实时的数据交互与同步ꎬ使财务团队能够即时掌

握业务动态ꎬ同时定期与系统登记的内容进行复核ꎬ
实现业务部门和财务部门等部门之间的数据共享ꎬ
提高了数据的准确性ꎮ

３.２　 退费审核

为确保收入确认的准确性和退费流程的合规

性ꎬ教育科技企业应按照相应服务协议约定的内容

评估是否可以为学员办理退费并核算相应的退款金

额ꎮ 技术部门在系统建设时ꎬ需配套建设退款审批

体系、销售返利核算及提现审批体系ꎮ 当学员提出

退费时ꎬ客服部门应在系统提交该订单的退费流程ꎬ
核查学员参课情况、完善退费时间、退费原因、退费

金额等关键信息并将这些记录作为退费处理的

依据ꎮ
为强化内部协同ꎬ企业应定期组织客服和财务

部门员工参加退费政策培训ꎬ增进对业务流程的深

度理解ꎬ促进跨部门沟通与协作ꎮ 通过建立定期交

流机制ꎬ及时更新退费标准与操作指南ꎬ确保所有员

工对收入确认及退费流程的最新要求有全面认知ꎮ
此外ꎬ利用系统平台实现数据共享ꎬ使财务部门能够

迅速响应退费请求并调整收入确认ꎬ提升整体运营

效能ꎮ
３.３　 核算返利

为精确核算合伙人及经销商推荐学员的销售返

利ꎬ教育科技企业需构建高效返利管理系统ꎮ 销售

部门负责在系统返款模块中进行合伙人及经销商信

息维护ꎬ电子签署合作协议ꎮ 技术部门按照合作协

议约定的课程及服务返款比例计算返款金额ꎮ 财务

部门则依据学员订单详情ꎬ持续监控返利计算和支

付情况ꎬ确保每笔返利的准确无误ꎮ
企业应制订详尽的操作指南和流程规范ꎬ指导

各部门在销售返利核算中的具体行动ꎮ 定期举办业

财融合沟通会议ꎬ邀请销售、技术及财务团队参与ꎬ
共同探讨返利核算中遇到的挑战ꎬ分享最佳实践ꎬ及
时调整策略ꎬ优化流程ꎮ 通过跨部门协作ꎬ确保销售

返利的计算与支付既符合合作协议ꎬ又满足收入确

认准则ꎬ促进企业资源的高效配置ꎮ
３.４　 签到结转

技术部门需建设系统的课程活动报名及签到功

能ꎬ确保学员参课时能够在系统内进行签到操作ꎮ
客服部门根据报名情况在系统内安排课程交付时

间、创建课程活动、记录学员日常服务记录及学员参

课签到情况并上传参课图片作为凭证ꎮ
为确保收入确认无误ꎬ财务人员应定期审核系

统结转数据ꎬ当数据产生偏差时需及时分析产生偏

差的原因并解决偏差ꎮ 对异常的收入结转情况ꎬ财
务部门需及时与业务部门沟通ꎬ了解背后的业务原

因ꎬ确保收入确认的合理性ꎮ 同时应建立健全的内

部控制体系ꎬ实现对业财融合过程的全面监控和管

理ꎮ 定期召开业务与财务沟通会议ꎬ共同分享经验ꎬ
解决问题ꎬ降低风险对企业的影响ꎮ

４　 结论

新收入准则不仅关注合同的签订ꎬ还聚焦商品

或服务控制权的实际转移ꎬ将其作为确认收入的关

键标准ꎮ 文章通过对教育科技企业在新收入准则

“五步法模型”使用方面的深入分析ꎬ从系统建设及

业财融合两个角度提出了改善措施ꎬ旨在为同类企

业在收入确认问题上提供建设性意见ꎮ 确保收入信

息的质量不仅涉及财务部ꎬ更需要企业内各部门的

深度配合和联动ꎬ建立信息共享和沟通机制并将财

务数据和业务数据结合ꎬ共同推动企业对新收入准

则的精准执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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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院校财会监督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张慧光

(国家开放大学ꎬ北京　 １０００３９)


摘　 要:２０２３ 年 ２ 月ꎬ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财会监督工作的意见»ꎬ对落实财会监

督提出了明确的要求ꎮ 文件的出台标志着财会监督在各领域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ꎮ 高等院校(以下简称高校)作为国家教育体

系的核心组成部分ꎬ如何深入理解财会监督的重大意义并有效贯彻相关要求ꎬ是当前亟待探讨的问题ꎮ 文章旨在分析财会监督

在高校落地过程中所面临的主要问题ꎬ并研究其实际落地实施的机制ꎬ同时提出相应的改进建议ꎮ 一方面ꎬ高校需要从战略高度

认识到财会监督不仅是财务管理的有力保障ꎬ更是教育资金合理使用和教育事业健康发展的关键ꎻ另一方面ꎬ高校还应建立健全

财会监督体系ꎬ进而提升财务透明度和管理效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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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现行实务中ꎬ部分高校在加强财务管理方面做

了一系列工作ꎬ但更多的是完善财务管理制度、规范

经济支出行为等工作ꎬ而转变财务管理理念ꎬ探索实

现财务管理到财务治理等方面所做工作还不够[１]ꎮ

以 Ｇ 大学为例ꎬ作为新型高等院校ꎬ其目前在财会

监督实施方面尚处于前期阶段ꎬ虽然已逐渐提升了

对财会监督工作的重视程度ꎬ但在对财会监督的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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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上还不够清晰ꎬ工作方法理念上还趋于传统ꎮ 例

如ꎬ在具体落实层面ꎬ缺乏分工明确、责任明晰的内

部监督机制ꎬ具体落实的责任人有待明确ꎬ相关部门

所分担的职责责任有待压实等ꎮ 立足财会监督有效

落实的角度ꎬ在现有预算核算管理、国有资产管理及

数字化建设方面还有一定的提升空间ꎮ

文章旨在以宏观层面对国家政策和行业指导原

则进行深入分析ꎬ同时在微观层面依据具体院校内

部财务监督的执行现状ꎬ全面探讨目前财会监督在

高校中存在的主要问题ꎮ 以此为基础ꎬ进一步探索

解决现存问题的有效途径ꎬ重点研究和讨论通过完

善制度建设、增强制度执行力、优化监督流程和提高

监督人员素质等方面的问题ꎬ以期为财会监督在高

校的成功落地提供可行性建议ꎮ

１　 财会监督宏观机制的典型问题研究

１.１ 　 财会监督实施方案的具体责任人有待

落实

目前ꎬ由于相关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制度中缺

乏针对单位内部财会监督的具体指引ꎬ导致部分单

位内部建立健全各项财会监督具体制度存在一定困

难ꎬ从而造成内部财会监督主体多元且各自的职责

不明确、监督权限和监督范围不清晰[２]ꎮ 以 Ｇ 大学

为例ꎬ学校实行校长负责制ꎬ通过财务管理相关制度

的要求ꎬ对各项经济业务的审批权限进行分配ꎮ 但

在实际业务发展过程中仍会出现一定的障碍ꎬ原因

在于财会监督的落地并非仅由财务部门所能推动ꎬ

财务作为教育治理的基础和保障ꎬ需要自上而下统

一认识ꎬ从财务管理体系转变为财务治理体系ꎬ通过

一定的制度安排ꎬ合理配置财权ꎬ形成科学的制衡机

制ꎬ在持续过紧日子的要求下进一步强化财务监督

职能ꎬ增强相关负责人的风险防范意识ꎬ细化责任归

属ꎬ实现责任到人ꎬ任务到人ꎮ

１.２　 财会监督的定位有待提升

新时代赋予了财会监督重要的地位ꎬ要将财会

监督与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一并作为党和国家监

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３]ꎮ 基于其性质和特点ꎬ财

会监督为其他监督提供基础信息ꎬ也是国家监督体

系的重要基石ꎬ财会监督的有效实施可以提升财务

活动的合法合规性及业务透明度ꎬ为其他监督提供

保障ꎮ

高校应积极自主构建符合自身特点的财会监督

制度ꎬ明确财会监督的定位ꎬ如主动营造良好的控制

环境ꎮ 应切实提高政治站位ꎬ强化组织领导ꎬ主动明

晰财会监督的定位ꎮ 形成权责清晰、约束有力的内

部财会监督机制ꎬ加强各部门协同配合ꎬ确保各项工

作任务落地见效ꎮ

１.３　 财会监督体系和机制有待完善

１.３.１　 探索运行机制ꎬ打通各大监督信息共享

渠道

实际工作中ꎬ监督系统往往因为各监督主体之

间缺乏必要的协调与合作ꎬ导致各自为政的局面普

遍存在ꎮ 与此同时ꎬ监督结果很难实现共享和互认ꎬ

导致信息孤岛现象出现ꎬ使得部分关键问题未能及

时被发现和解决ꎮ 监督不到位的情况与缺乏沟通而

引起的重复监督现象并存ꎬ降低工作效率并导致资

源浪费ꎮ 对此ꎬ清晰梳理各项监督之间的关联性ꎬ提

升各大监督主体的信息共享能力、提高协同效应尤

为重要ꎮ

１.３.２　 加强宣传引导ꎬ提升财会监督政治地位

部分高校对财会监督的认识仅局限于其在经济

层面的监督效用ꎬ并未意识到财会监督的政治地位ꎮ

对此ꎬ建议进一步加强财会监督法律法规政策宣传

贯彻和解读引导ꎬ例如ꎬ定期邀请专家开展相应培训

座谈ꎬ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ꎬ严肃财经纪律ꎬ营造

财会监督工作良好氛围ꎮ

１.３.３　 注重财会监督人才培养

财会人员一方面作为财会内部监督的执行者ꎬ

要充分学习相关法律法规ꎬ提升专业能力ꎬ对会计信

息质量负责ꎻ另一方面ꎬ作为外部监督的被监督者ꎬ

要积极配合负有监督职责的机构或人员的日常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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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ꎮ 因此ꎬ注重财会监督的人才培养ꎬ强化财会从业

人员职业操守教育以及专业技能培训十分重要ꎮ

２　 财会监督具体领域的实施路径研究

２.１　 加强预算核算管理的财会监督

预算核算是财会监督落实的重要环节ꎮ 目前在

预算执行的过程中ꎬ部分高校可能存在预算审批流

程较长的情况ꎮ 尤其在年初为保障学校正常运行ꎬ

可能会存在业务先行、预算后批的现象ꎮ 基于时间

差导致预算决策滞后的问题ꎬ实际支出与预算计划

之间有可能存在偏差ꎬ预算的准确性和约束力未能

够实际体现ꎮ 因此ꎬ建议进一步提高预算申报及审

批效率ꎬ可尝试将日常经费和专项经费分期分批上

会ꎬ保障日常运转经费支出有据可依ꎮ 此外ꎬ部分高

校的预算申报科学性合理性有待增强ꎬ审计要求从

经济分类口径考核预算执行率ꎬ这对非财务人员而

言难度极高ꎬ经常存在由于无法判断具体分类而填

报在“其他”这一选项中ꎬ预算不科学进而影响执行

效率ꎮ 建议进一步推动预算一体化建设ꎬ以统一预

算管理规则为核心ꎬ以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为载体ꎬ

将管理规则嵌入系统ꎬ提高预算编制、审核及调整的

标准化、自动化水平ꎬ力求实现预算全过程动态监

控ꎬ保证各级预算规范高效ꎮ

会计核算工作的开展天然是对各项内控制度、

财经纪律政策的落实过程ꎮ 后续开展的审计监察工

作也以会计核算所形成的会计信息为数据基础ꎮ 因

此ꎬ会计核算工作的好坏ꎬ决定着相关政策执行落实

的彻底程度和后续监督分析发现问题所依据的数据

质量的优质程度[４]ꎮ 会计核算过程中ꎬ预算会计与

财务会计并驾齐驱ꎬ对专业能力考核较高ꎬ会计核算

信息质量有待提升ꎬ会计核算的质量直接影响决算

上报的准确性ꎬ建议加强指导ꎮ 教育部直属单位涉

及编报决算报告和财务报告ꎬ分别从收付实现制和

权责发生制口径进行编报ꎬ部分高校还涉及合并抵

消等一系列复杂业务ꎬ对财务人员的专业水平要求

较高ꎮ

２.２　 加强国有资产管理的财会监督

基于国家对加强数智教育建设的要求ꎬ高校通

常涉及大量的无形资产ꎬ包括各种软件及专利技术

等ꎮ 在签署合同时ꎬ条款约定中有时会存在对具体

采购内容不够明确的现象ꎬ尤其在涉及大额服务合

同ꎬ很可能发生服务裹挟资产但未体现的情况ꎬ进而

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的风险ꎮ 同时ꎬ由于业务经办人

缺乏相应财务知识ꎬ可能会相对机械化地去解读合

同条款ꎬ一并确认为采购服务ꎬ忽略其实质为无形资

产采购ꎮ 部分高校由于业务流程未实现紧密衔接ꎬ

系统无法实现实时控制ꎬ导致在末端报销环节才会

发现无形资产未及时办理入库ꎬ从而倒推补办相关

手续ꎬ整体效率大幅降低ꎬ同时产生因晚入库而影响

计提累计摊销的情况ꎬ不利于资产管理监督和保障

国有资产的完整性ꎮ

究其根本ꎬ一方面ꎬ业务部门对财会监督以及财

务知识的理解有待加强ꎬ在保障国有资产完整的意

识上相对薄弱ꎻ另一方面ꎬ合同管理部门、资产管理

部门、财务部门未形成有效的协同机制和紧密的审

批流程ꎬ导致资产管理流程不够顺畅ꎬ既影响资产管

理的效率ꎬ也会导致业务报销流程被拉长ꎮ 缺乏高

效的监管以及健全的资产预算、采购、日常管理、处

置等业务全流程监督制约体系ꎮ

在制度建设上ꎬ要持续完善国有资产管理制度

体系ꎬ形成资产业务管理的全流程监督链条ꎬ坚决坚

持日常监督与专项检查结合ꎬ做到闭环管理ꎮ 在实

施层面ꎬ建议重新梳理业务流程ꎬ首先ꎬ在各部门设

立资产管理专员ꎬ加强对资产的管理培训ꎬ增强业务

人员资产管理意识ꎬ强调国有资产流失的重大风险ꎮ

其次ꎬ要进一步提高对涉及资产合同的格式内容要

求ꎬ建议更明晰、更规范ꎬ对大额合同涉及资产和服

务的区分要更精细准确ꎬ不得打包统一作为服务费

用支出ꎮ

２.３　 积极推进财会监督的数字化建设

目前高校在财会监督数字化建设方面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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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仍有部分院校单位的信息化基础建设薄弱ꎬ财

会信息的透明度ꎬ实时更新度均有待提升ꎬ这对会计

核算的质量和财务报告的质量产生不利影响ꎮ 学校

内部暂未完全实现数据共享模式ꎬ各大内部平台系

统自成体系ꎬ形成数据孤岛ꎬ无法实现有效对接ꎬ进

而阻碍了数据实时共享的进程ꎬ财务数据的及时性

和准确性无法得到切实保证ꎬ无法实现全流程进度

跟踪ꎬ大大降低财会监督的效率ꎮ

对此ꎬ各高校应持续加快财会监督数字化建设

进程ꎬ全面推行网上报销系统ꎬ尽量避免手工记账ꎬ

为实现数据实时更新打好基础ꎬ加速推进财务信息

透明化、公开化ꎮ 实现从预算申报、立项申请、合同

签订、资产管理、网上报销全链路在线上体现ꎬ避免

环节遗漏及审批遗漏ꎮ 以 Ｇ 大学为例ꎬ目前预算系

统、合同系统、资产系统、报销系统尚未完全实现数

据联通ꎬ各节点流程未能关联控制ꎬ可能会出现流程

尚未走完就办理报销业务的情况ꎬ导致退单率偏高ꎮ

因此ꎬ建议加速构建数据融通平台ꎬ通过实现财务与

人事、资产、业务等其他平台对接ꎬ保证业务与财务

数据的一致性、相关性ꎮ 推行移动报销机制ꎬ以差旅

平台为例ꎬ将标准内嵌系统ꎬ实现对出差行程及经费

监督ꎬ实现财会监督透明化ꎮ 同时注重通过大数据

分析研究ꎬ风险预警ꎮ 充分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

先进信息技术ꎬ推动财会监督数字化、智能化转型ꎮ

持续推进数据汇聚和互联互通ꎬ提升数据分析能力ꎬ

构建财会领域重大风险识别预警机制ꎮ

３　 结论

在新时代背景下ꎬ财会监督在维护财经纪律、推

动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意义重大ꎮ 文章主要研究财

会监督在高校落地过程中所面临的主要问题ꎬ并研

究其实际落地实施的机制ꎬ形成以下几个方面的结

论:第一ꎬ在宏观机制建设方面ꎬ高校首先需要明确

具体责任人ꎬ实现内部财会监督主体去多元化ꎬ细化

责任归属ꎬ明确监督权限和监督范围ꎬ增强相关负责

人的风险防范意识ꎮ 其次ꎬ应切实提高政治站位ꎬ强

化组织领导ꎬ进一步明晰财会监督的定位ꎬ主动营造

良好的控制环境ꎬ完善财会监督体系和机制ꎬ打通各

大监督信息共享渠道ꎬ同时加强财会监督法律法规

政策宣传贯彻和解读引导ꎬ强化财会从业人员职业

操守教育以及专业技能培训ꎬ为财会监督筑牢人才

之基ꎮ 第二ꎬ在具体实施路径方面ꎬ建议高校进一步

强化预算核算管理监督ꎬ提升会计信息质量ꎬ为财会

监督数据分析奠定良好基础ꎻ加强国有资产管理监

督ꎬ梳理并优化业务流程ꎬ切实保障国有资产安全完

整ꎻ积极推进数字化建设ꎬ用数字化赋能财会监督ꎬ

使其成为规范经济行为、提升经费使用效率的有力

抓手ꎮ

文章通过从宏观机制建设和具体实施路径两个

层面分别探讨了财会监督在高校的应用现状并提出

相关建议ꎬ为高校在加强财会监督工作的有效落实

方面提供了一定参考ꎬ有利于进一步规范高校业务

流程ꎬ能够为其进一步落实内控提供抓手ꎬ进而充分

发挥财会监督的作用ꎬ体现财会监督在防范经费使

用违规风险、深化主题教育方面的重要性ꎮ

参考文献:
[１]王小军.关于高等学校落实财会监督要求的思考[ Ｊ].教

育财会研究ꎬ２０２２ꎬ３３(１):６５－６９.

[２]胡明霞ꎬ孙家林ꎬ陈凯ꎬ等.新时代单位内部财会监督优化

路径[Ｊ].财务与会计ꎬ２０２４(２):３７－３９.

[３]新华社.习近平在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上发表重要

讲话[ＥＢ / ＯＬ].(２０２０－０１－１３).

[４]赵颖ꎬ仲伟荣.强化财会监督防范高等学校财务风险[Ｊ].

财经界ꎬ２０２３(２９):１５３－１５５.

作者简介:张慧光ꎬ女ꎬ蒙古族ꎬ内蒙古兴安盟人ꎬ国家开放大

学ꎬ研究方向:财务管理ꎮ

—６６１—



法学研究

基于经济法视角探讨加强企业社会责任的实施路径

常艳兵

(山东安澜工程建设有限公司ꎬ山东　 聊城　 ２５２０００)


摘　 要: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加速发展ꎬ企业社会责任已成为衡量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指标ꎮ 文章从经济法视角出发ꎬ

深入剖析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经济法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ꎬ以及当前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ꎮ 在此基础上ꎬ

提出加强企业社会责任的实施路径ꎬ包括完善经济法体系、增强企业社会责任意识、强化政府监管等方面ꎬ旨在通过法律手段促

进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ꎬ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双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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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企业社会责任的明确是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

基石ꎬ不仅关乎企业的经济利益ꎬ还直接影响社会和

谐与环境保护ꎮ 近年来ꎬ我国企业管理人员的社会

责任意识逐渐增强ꎬ但仍存在部分企业过分追求经

济效益而忽视社会责任的现象ꎮ 因此ꎬ从经济法视

角探讨如何加强企业社会责任的实施路径ꎬ对促进

企业健康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ꎮ

１　 经济法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分析

１.１　 经济法的定义与功能

经济法作为国家为调整社会经济关系而精心设

计的法律规范总称ꎬ其深远意义不仅在于维护社会

经济秩序的稳定与和谐ꎬ更在于通过其独特的调控

机制ꎬ保障市场中的公平竞争环境ꎬ进而激发并促进

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力与发展ꎮ 经济法以其宏观调控

与市场规制两大核心功能为基石ꎬ深入社会经济运

行的每一个细微环节ꎬ调整着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

程中ꎬ各类组织主体间纷繁芜杂的经济管理关系与

经营协调关系ꎮ 在这一过程中ꎬ经济法以其独特的

法律手段ꎬ引导社会资源实现最优配置ꎬ力求在保障

各方合法权益的同时ꎬ最大化地提升经济效益ꎬ为社

会的繁荣与进步奠定坚实的法制基础[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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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

企业社会责任是现代企业经营理念的核心要

素ꎬ其超越单纯追求经济利益的狭隘视野ꎬ将企业的

责任范畴扩展至对股东、员工、消费者、社区乃至整

个环境等广泛利益相关方的深度关怀ꎮ 要求企业严

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ꎬ确保员工的合法权益得到充

分保障ꎬ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以满足消费者的合

理需求ꎬ倡导企业在更高层次上积极承担环境保护、

社会公益等社会责任ꎬ这种全方位的责任体系ꎬ不仅

体现出企业对自身行为的高标准严要求ꎬ更是企业

实现可持续发展、赢得社会各界广泛认同与尊重的

关键所在ꎮ 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ꎬ不仅关乎企业的

眼前利益ꎬ还关乎企业的长远发展与社会形象的塑

造ꎬ是企业软实力的重要体现ꎮ

１.３　 经济法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契合点

社会利益的一致性构成了经济法与企业社会责

任紧密结合的坚实基础ꎮ 经济法作为调整社会经济

关系的法律工具ꎬ其最终目标是实现社会利益的最

大化ꎬ这一目标与企业社会责任所倡导的“在追求

经济效益的同时兼顾社会利益”的理念不谋而合ꎮ

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的过程中ꎬ通过关注社会热点、

解决社会问题ꎬ不仅促进了社会的和谐与进步ꎬ也间

接地提升了自身的社会声誉与品牌价值ꎬ实现了经

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双赢ꎮ 社会效益价值的体现是

经济法与企业社会责任契合的重要方面ꎬ经济法强

调通过法律规范引导企业经营活动ꎬ以实现社会效

益的最大化ꎮ 而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ꎬ正是对这一

法律精神的生动实践ꎮ

２　 当前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存在的问题

２.１　 经济法方面立法缺乏完善

经济法方面立法缺乏完善是制约企业社会责任

履行的重要因素ꎮ 立法缺少集中性是当前面临的主

要问题ꎬ当前我国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立法相对分散ꎬ

没有形成统一、系统的法律体系ꎬ导致企业在履行社

会责任时缺乏明确的法律指引和考量标准ꎬ不仅增

加了企业的执行难度和成本ꎬ也降低了法律对企业

行为的约束力和规范作用ꎮ 现有法律中关于企业社

会责任的规定多为原则性条款ꎬ缺乏具体详细的解

释与指导ꎬ原则性的规定在实际操作中往往难以把

握ꎬ使得企业在面对社会责任时感到无所适从ꎮ 同

时ꎬ消费者权益保护作为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组成

部分ꎬ当前存在保护力度不足和信息不对称现象严

重的问题ꎮ 消费者权益的受损不仅损害了消费者的

利益ꎬ也影响了企业的社会形象和信誉ꎮ 更为严重

的是ꎬ部分企业在面对法律制裁时采取规避策略ꎬ使

得经济法制裁难以有效实施ꎬ进一步削弱了法律的

权威性和威慑力[２]ꎮ

２.２　 企业实际履行社会责任的缺失与不足

企业实际履行社会责任的缺失与不足是不容忽

视的问题ꎮ 部分企业对社会责任的认识存在偏差ꎬ

过度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社会责任的履行ꎬ错误地

认为履行社会责任会增加企业的运营成本ꎬ从而对

企业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ꎬ这种认识上的偏差导致

企业在实际经营中忽视了对社会、环境和消费者的

责任ꎮ 企业在实际履行社会责任时缺乏具体的行动

计划和实施方案ꎬ部分企业虽然意识到了社会责任

的重要性并表达了履行社会责任的意愿ꎬ但在实际

操作中缺乏具体的行动计划和实施方案ꎬ停留在口

号和宣传层面而没有将社会责任真正融入企业的生

产经营和决策过程中ꎬ这种“说一套做一套”的行为

不仅无法有效履行社会责任ꎬ也损害了企业的社会

形象和声誉ꎮ 以人为本理念的落实不到位也是企业

履行社会责任缺失的重要表现ꎬ部分企业在降低用

工成本的同时ꎬ忽视了员工权益的保护和人文关怀ꎬ

导致员工权益受损和劳资关系紧张ꎬ从而不仅影响

企业的内部稳定和发展ꎬ也损害了企业的社会形象

和声誉ꎮ

３　 加强企业社会责任的实施路径

３.１　 完善经济法体系

在完善经济法体系方面ꎬ首要任务是制订专门

的企业社会责任法律法规ꎬ当前我国对企业社会责

任的法律规定较为分散ꎬ缺乏统一的指导和约束ꎮ

因此ꎬ应制订一部综合性的企业社会责任法ꎬ明确企

业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内容、标准和责任追究机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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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法律应涵盖环境保护、消费者权益保护、员工福

利、社会公益等多个方面ꎬ确保企业在追求经济效益

的同时ꎬ能够兼顾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ꎮ 同时ꎬ对现

有法律中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条款进行细化和完

善ꎬ如«公司法»«劳动法»等虽已初步涉及企业社会

责任ꎬ但大多停留在原则性规定的层面ꎬ缺乏具体可

操作的指导方案ꎮ 为此ꎬ应对这些法律条款进行修

订ꎬ提供详细的解释和具体的执行标准ꎬ以便企业能

够清晰地了解自身应承担的责任ꎬ并据此制订相应

的履行措施[３]ꎮ 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ꎬ应进一步

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体系ꎬ提高消费者的知情

权和维权能力ꎬ加强对产品信息的监管ꎬ确保企业向

消费者提供真实、准确、全面的产品信息ꎻ加大对虚

假宣传和欺诈行为的打击力度ꎬ维护公平竞争的市

场秩序ꎻ完善消费者投诉和维权机制ꎬ降低消费者的

维权成本ꎬ提高维权效率ꎮ

３.２　 增强企业社会责任意识

在增强企业社会责任意识方面ꎬ应加强宣传教

育ꎬ通过媒体、网络等多种渠道加强对企业社会责任

的宣传教育ꎬ增强企业管理人员和员工的社会责任

意识ꎬ宣传教育应重点强调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性ꎬ

阐述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对企业自身发展和社会进步

的积极影响ꎻ同时ꎬ也应通过案例分析和经验分享等

方式ꎬ向企业展示成功履行社会责任的范例和路径ꎬ

引导企业积极投身社会责任事业ꎮ 建立健全内部管

理制度ꎬ将社会责任融入企业经营管理的各个环节ꎬ

内部管理制度应明确企业社会责任的具体内容和要

求ꎬ确保企业在日常经营中能够始终关注社会责任

的履行情况ꎻ同时也应建立相应的考核机制和激励

机制ꎬ将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纳入员工的绩效考核和

晋升评价体系之中ꎬ以激发员工履行社会责任的积

极性和主动性[４]ꎮ

３.３　 强化政府监管职能

政府在企业社会责任的推动中扮演着至关重要

的角色ꎬ需明确监管职责ꎬ加大监管力度ꎬ并推动形

成社会共治的良好格局ꎮ 首先ꎬ政府应明确自身在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中的监管职责和定位ꎬ建立健全

的监管机制ꎬ通过制订明确的政策法规ꎬ建立高效的

执行机构ꎬ确保各项政策能够得到有效实施ꎬ并通过

设立专门的社会责任监管部门或强化现有部门的职

责ꎬ形成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的全面监测和评

估体系ꎮ 在加大监管力度方面ꎬ政府应加大对企业

履行社会责任情况的监督检查力度ꎬ对违反法律法

规、忽视社会责任的企业依法进行惩处ꎬ通过严格的

执法和公正的裁决ꎬ树立企业社会责任的严肃性和

权威性ꎬ形成对违法违规企业的有效震慑ꎮ 政府还

应建立健全的信息披露和公众反馈机制ꎬ让社会各

界能够及时了解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ꎬ共同参

与监督和评价ꎮ 同时ꎬ推动社会共治强化政府监管

职能ꎬ政府应鼓励社会组织和公众积极参与企业社

会责任的监督和管理ꎬ形成多方共治的良好局

面[５]ꎮ 通过搭建合作平台、提供政策支持和资金援

助ꎬ政府可引导社会组织和企业建立紧密的合作关

系ꎬ共同开展社会责任项目ꎮ 此外ꎬ还应加强对社会

组织和公众的引导和教育ꎬ提升政府的监督能力和

参与度ꎬ确保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得到社会各界的

广泛认可和支持ꎮ

３.４　 构建多方参与的社会责任体系

构建多方参与的社会责任体系是实现企业社会

责任全面履行的关键ꎬ这一体系应包括企业、社会组

织、行业协会和公众等多元主体ꎬ共同推动企业社会

责任的落实ꎮ 企业应积极与社会组织建立合作关

系ꎬ共同开展社会责任项目ꎬ社会组织在公益慈善、

环境保护、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具有专业优势ꎬ通

过与企业合作ꎬ可以有效地推动社会责任的履行ꎮ

例如ꎬ企业可与环保组织合作开展绿色生产项目ꎬ提

高产品的环保性能和资源利用效率ꎻ与消费者协会

合作ꎬ建立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的监督机制ꎬ保障消

费者权益ꎻ与慈善机构合作ꎬ开展公益捐赠和志愿服

务活动ꎬ回馈社会ꎮ 行业协会作为行业内的自律组

织ꎬ应发挥其在推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方面的积极

作用ꎬ行业协会可制订行业自律规范ꎬ明确企业在社

会责任方面的行为准则和评价标准ꎬ通过行业内部

监督和约束ꎬ促进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ꎮ 同时ꎬ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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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协会还可组织企业开展社会责任培训和交流活

动ꎬ提升企业社会责任意识和能力ꎬ推动企业之间在

社会责任方面的良性竞争和合作ꎮ 公众是企业社会

责任的重要利益相关方ꎬ他们的参与和监督对推动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具有重要意义ꎮ 政府应鼓励公众

通过举报、投诉等方式参与企业社会责任的监督ꎬ及

时揭露和曝光企业不履行社会责任的行为ꎮ 同时ꎬ

政府还应加强信息公开和透明度建设ꎬ让公众全面

地了解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情况ꎬ增强公众的知情

权和监督权ꎮ 媒体作为舆论的引导者ꎬ也应积极发

挥舆论监督作用ꎬ及时报道和评论企业社会责任的

履行情况ꎬ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ꎬ推动企业更好

地履行社会责任ꎮ

３.５　 创新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模式

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的过程中ꎬ需不断探索和

创新履行模式ꎬ以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和自

身可持续发展的要求ꎮ 推广绿色生产和循环经济ꎬ

企业应积极响应国家绿色发展战略ꎬ将绿色生产和

循环经济作为企业发展的核心理念ꎬ通过采用环保

技术、节能减排措施和循环利用资源等方式ꎬ减少对

环境的影响和资源的消耗ꎮ 在产品设计、生产、销售

等各个环节中融入绿色理念ꎬ开发绿色产品和服务ꎬ

满足消费者对环保产品的需求[６]ꎮ 同时ꎬ加强与其

他企业的合作与交流ꎬ共同推动绿色供应链的发展ꎬ

实现产业链的绿色化转型ꎮ 实施供应链社会责任管

理ꎬ供应链是企业生产经营的重要环节ꎬ也是企业社

会责任的重要领域ꎮ 企业应加强对供应链的社会责

任管理ꎬ要求供应商和合作伙伴遵守法律法规和社

会责任标准ꎬ共同推动供应链的可持续发展ꎮ 通过

建立供应链社会责任管理体系和评估机制ꎬ对供应

链各环节进行严格的监管和评估ꎬ确保供应商和合

作伙伴在环境保护、劳动者权益保障、产品质量安全

等方面符合社会责任要求ꎮ 同时ꎬ加强与供应链上

下游企业的沟通和协作ꎬ共同应对社会责任挑战ꎬ实

现供应链的协同发展ꎮ 开展社会公益项目ꎬ企业可

通过开展社会公益项目来履行社会责任ꎬ提升企业

的社会形象和品牌价值ꎬ社会公益项目可以涉及教

育、扶贫、救灾、环保等多个领域ꎬ通过捐赠资金、物

资或提供技术支持等方式帮助弱势群体和改善社会

环境ꎮ 在选择公益项目时ꎬ企业应注重与自身业务

结合ꎬ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赢ꎮ 例如ꎬ教育

类企业可以资助贫困地区的学生接受教育ꎻ环保类

企业可以投入资金和技术支持环保项目等ꎮ 此外ꎬ

企业还可通过公益营销、公益广告等方式提升品牌

知名度和社会影响力ꎬ进一步推动企业社会责任的

落实ꎮ

４　 结论

综上所述ꎬ加强企业社会责任的实施路径是一

个系统工程ꎬ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

力ꎮ 从经济法视角出发ꎬ完善经济法体系、增强企业

社会责任意识、强化政府监管职能、构建多方参与的

社会责任体系以及创新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模式等方

面入手ꎬ有效推动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ꎬ实现经济

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双赢ꎮ 而随着全球经济的不断发

展和社会文明的进步ꎬ企业社会责任将越来越受到

重视和关注ꎬ成为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和

保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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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会计法的颁布实施对我国会计工作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ꎮ 文章深入分析了新会计法的主要变化和重要意

义ꎬ从加强宣传培训、完善内部控制、强化监督管理以及提高会计人员素质等多个方面详细探讨了在当前形势下贯彻新会计法的

实施策略ꎮ 通过理论阐述与实际案例分析结合ꎬ旨在为推动新会计法的有效实施提供有益的参考ꎬ以促进我国会计行业的健康

发展ꎬ提高会计信息质量ꎬ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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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ꎬ会计工作作为

经济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ꎬ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ꎮ
新会计法的出台ꎬ是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要求的重

大举措ꎬ为规范会计行为、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维护

市场经济秩序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ꎮ 然而ꎬ新会

计法的实施并非一帆风顺ꎬ需要各方面共同努力ꎬ采
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以贯彻落实ꎮ

１　 新会计法的主要变化及意义

１.１　 主要变化

１.１.１　 强化单位负责人的会计责任

新会计法明确规定单位负责人对本单位的会计

工作和会计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负责ꎮ 这一变化

将单位负责人从过去的“领导责任”转变为“直接责

任”ꎬ使其在会计工作中的责任更加重大ꎮ 单位负

责人必须高度重视会计工作ꎬ加强对会计工作的领

导和管理ꎬ确保会计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１]ꎮ
在部分企业中ꎬ过去单位负责人对会计工作的

关注度不够ꎬ认为会计工作只是财务部门的事情ꎮ
新会计法实施后ꎬ单位负责人开始积极参与会计工

作的决策和管理ꎬ加强对财务部门的监督和指导ꎬ从
而提高了会计信息的质量ꎮ

１.１.２　 完善会计核算制度

新会计法对会计核算的内容、方法和要求进行

了详细的规定ꎮ 在会计核算内容方面ꎬ明确了资产、
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和利润等会计要素的

确认和计量标准ꎻ在会计核算方法方面ꎬ规范了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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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证、会计账簿和财务报表的编制方法ꎻ在会计核算

要求方面ꎬ强调了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２]ꎮ
完善的会计核算制度有助于提高会计信息的质

量ꎬ为企业的经营决策和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提供

可靠的依据ꎮ 例如ꎬ一家上市公司在新会计法实施

后ꎬ按照新的会计核算制度对财务报表进行了重新

编制ꎬ准确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ꎬ增
强了投资者对公司的信心ꎮ

１.１.３　 加强会计监督

新会计法建立了严格的会计监督机制ꎬ加大了

对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ꎮ 在内部监督方面ꎬ要
求企业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ꎬ加强对会计工作的

内部审计监督ꎻ在外部监督方面ꎬ强化了财政、审计、
税务等政府部门的监督职责ꎬ同时充分发挥注册会

计师等社会监督力量的作用ꎮ
加强会计监督可以有效地防范会计造假行为ꎬ

维护市场经济秩序ꎮ 例如ꎬ某企业因会计造假被财

政部门查处ꎬ在新会计法的严格处罚下ꎬ企业不仅面

临巨额罚款ꎬ还可能面临刑事责任ꎬ这对其他企业起

到了强烈的警示作用ꎮ
１.１.４　 推进会计信息化建设

新会计法鼓励企业采用信息化手段进行会计核

算和管理ꎬ提高会计工作效率和质量ꎮ 随着信息技

术的飞速发展ꎬ会计信息化已成为会计工作的必然

趋势ꎮ 新会计法的这一规定为会计信息化建设提供

了法律支持ꎬ推动了会计工作的转型升级ꎮ 部分企

业通过引入先进的会计软件系统ꎬ实现了会计核算

的自动化和信息化ꎬ大大提高了会计工作效率ꎬ减少

了人为错误ꎬ同时也为企业的管理决策提供了更加

及时、准确的会计信息ꎮ
１.２　 重要意义

１.２.１　 有利于提高会计信息质量

真实、准确、完整的会计信息是企业经营决策和

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依据ꎮ 新会计法通过强化

单位负责人的会计责任、完善会计核算制度和加强

会计监督等措施ꎬ为提高会计信息质量提供了有力

的法律保障ꎮ 高质量的会计信息可以帮助企业管理

者做出正确的决策ꎬ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ꎻ同时ꎬ也
可以为国家制订宏观经济政策提供可靠的数据支

持ꎬ促进经济的健康发展ꎮ

１.２.２　 有助于维护市场经济秩序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ꎬ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是市场经济健康运行的基础ꎮ 新会计法

加大了对会计造假行为的处罚力度ꎬ强化了会计监

督机制ꎬ有助于打击会计造假行为ꎬ维护市场经济秩

序ꎮ 只有在良好的市场经济秩序下ꎬ企业才能公平

竞争ꎬ投资者才能放心投资ꎬ经济才能持续健康

发展ꎮ
１.２.３　 促进企业的规范管理

新会计法对企业的会计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ꎬ促使企业加强内部控制、规范财务管理ꎮ 企业只

有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ꎬ加强对会计工作的管理

和监督ꎬ才能确保会计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ꎮ 同

时ꎬ规范的财务管理有助于提高企业的资金使用效

率ꎬ降低企业的经营风险ꎬ提升企业的管理水平ꎮ
１.２.４　 推动会计行业的发展

新会计法的实施将推动会计行业的转型升级ꎬ
提高会计人员的素质和业务水平ꎮ 随着会计信息化

建设的推进和会计监督机制的加强ꎬ会计行业将更

加注重专业技能和职业道德的培养ꎬ提升服务质量

和水平ꎮ 同时ꎬ新会计法也为会计行业的创新发展

提供了机遇ꎬ如会计服务外包、财务共享中心等新型

会计服务模式将不断涌现ꎮ

２　 贯彻新会计法的实施策略

２.１　 加强宣传培训

２.１.１　 广泛开展宣传活动

(１)利用多种媒体渠道进行宣传

通过报纸、电视、网络等媒体渠道ꎬ广泛宣传新

会计法的主要内容和重要意义ꎮ 可以制作专题节

目、发布新闻报道、撰写解读文章等形式ꎬ向社会各

界普及新会计法的知识ꎬ提高社会公众对新会计法

的认识和重视程度ꎮ 在地方电视台开设“新会计法

解读”栏目ꎬ邀请专家学者对新会计法的重点条款

进行解读ꎬ解答观众的疑问ꎻ在财经类报纸上开辟专

栏ꎬ刊登新会计法的相关新闻和案例分析ꎬ加深读者

的理解和认知ꎮ
(２)组织专题宣传活动

开展新会计法专题宣传活动ꎬ如举办知识竞赛、
征文比赛、演讲比赛等ꎬ激发社会各界学习新会计法

的积极性ꎮ 同时ꎬ可以组织宣传队深入企业、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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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等场所ꎬ发放宣传资料ꎬ进行现场咨询ꎬ提高宣

传的针对性和实效性ꎮ
例如ꎬ在企业集中的工业园区举办新会计法知

识竞赛ꎬ吸引企业员工积极参与ꎬ通过竞赛的形式加

深对新会计法的理解ꎻ在学校开展新会计法征文比

赛ꎬ鼓励学生结合所学知识ꎬ撰写对新会计法的认识

和体会ꎬ培养未来的会计人才ꎮ
２.１.２　 组织专题培训

(１)针对不同对象进行分类培训

针对企业负责人、会计人员、审计人员等不同对

象ꎬ组织开展分类培训ꎮ 企业负责人培训重点在于

增强其会计责任意识ꎬ提高对会计工作的重视程度ꎻ
会计人员培训主要围绕新会计法的具体条款和实施

要求ꎬ提高其业务水平和法律意识ꎻ审计人员培训则

侧重于加强其审计技能和职业判断能力ꎬ提高审计

质量ꎮ 为企业负责人举办“新会计法与企业管理”
专题培训班ꎬ邀请专家讲解新会计法对企业管理的

影响和要求ꎬ帮助企业负责人更好地履行会计责任ꎻ
为会计人员开设“新会计法实务操作”培训班ꎬ结合

实际案例ꎬ详细讲解新会计法下的会计核算、财务报

表编制等实务操作方法ꎮ
(２)采用多种培训方式

采用集中授课、在线学习、案例分析等多种培训

方式ꎬ满足不同学员的学习需求ꎮ 集中授课可以邀

请专家进行系统讲解ꎬ帮助学员全面掌握新会计法

的知识ꎻ在线学习具有灵活性和便捷性ꎬ学员可以根

据自己的时间和进度进行学习ꎻ案例分析则可以通

过实际案例的剖析ꎬ提高学员的实际操作能力和问

题解决能力ꎮ 组织会计人员参加新会计法在线学习

课程ꎬ学员可以在规定的时间内自主学习课程内容ꎬ
并通过在线测试检验学习效果ꎻ举办新会计法案例

分析研讨会ꎬ邀请企业会计人员和专家共同分析实

际案例ꎬ探讨新会计法在实践中的应用问题ꎮ
２.２　 完善内部控制

２.２.１　 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

(１)制订完善的内部会计控制制度

企业应根据新会计法的要求ꎬ结合自身实际情

况ꎬ制订完善的内部会计控制制度ꎮ 内部会计控制

制度应涵盖会计核算、财务报表编制、资金管理、资
产管理等各个方面ꎬ明确各部门和岗位的职责权限ꎬ
规范会计工作流程ꎬ确保会计信息的真实、准确、完

整ꎮ 例如ꎬ一家制造业企业制订了严格的内部会计

控制制度ꎬ对原材料采购、生产加工、销售等环节的

会计核算进行了规范ꎬ明确了各部门的职责和审批

流程ꎬ有效地防范了会计造假和资产流失的风险ꎮ
(２)加强内部审计监督

企业应设立内部审计机构ꎬ配备专业的审计人

员ꎬ加强对会计工作的内部审计监督ꎮ 内部审计机

构应独立于财务部门ꎬ定期对企业的会计核算、财务

报表编制、内部控制制度执行情况等进行审计ꎬ及时

发现和纠正会计工作中的问题和风险ꎮ 例如ꎬ某企

业内部审计部门在对财务部门进行审计时ꎬ发现了

一笔异常的费用支出ꎬ经过深入调查ꎬ发现是财务人

员违规操作所致ꎮ 内部审计部门及时向企业管理层

报告了这一情况ꎬ并提出了整改建议ꎬ避免了企业的

经济损失ꎮ
２.２.２　 增强风险防范意识

(１)识别和评估会计风险

企业应建立风险识别和评估机制ꎬ定期对会计

工作中的风险进行识别和评估ꎮ 风险识别应涵盖会

计核算、财务报表编制、资金管理、资产管理等各个

方面ꎬ评估风险的可能性和影响程度ꎬ确定风险等

级ꎮ 例如ꎬ一家企业在进行风险识别时ꎬ发现会计核

算中存在的风险主要包括会计政策选择不当、会计

估计不准确等ꎻ财务报表编制中存在的风险主要包

括报表编制不规范、数据不准确等ꎮ 企业根据风险

评估结果ꎬ制订了相应的风险应对措施ꎮ
(２)制订风险应对措施

根据风险评估结果ꎬ企业应制订相应的风险应

对措施ꎮ 对高风险事项ꎬ应采取严格的控制措施ꎬ如
加强审批流程、增加审计频率等ꎻ对中低风险事项ꎬ
可以采取灵活的控制措施ꎬ如加强监督检查、完善制

度流程等ꎮ 对会计核算中存在的高风险事项ꎬ企业

可以建立会计政策选择和会计估计审批制度ꎬ加强

对会计政策选择和会计估计的审核和监督ꎻ对财务

报表编制中存在的中低风险事项ꎬ企业可以加强对

财务报表编制人员的培训和指导ꎬ提高报表编制的

质量和准确性ꎮ
２.３　 强化监督管理

２.３.１　 加强政府部门的监督管理

(１)明确政府部门的监督职责

财政、审计、税务等政府部门应明确各自在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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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法实施中的监督职责ꎬ加强对企业会计工作的监

督检查ꎮ 财政部门主要负责对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

监督检查ꎬ审计部门主要负责对企业财务收支的审

计监督ꎬ税务部门主要负责对企业纳税情况的监督

检查ꎮ 财政部门可以通过开展会计信息质量检查ꎬ
对企业的会计核算、财务报表编制等进行检查ꎬ发现

问题及时责令企业整改ꎻ审计部门可以通过对企业

的财务收支进行审计ꎬ发现企业存在的违规行为ꎬ依
法进行处理[３]ꎮ

(２)加大执法力度

政府部门应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ꎬ
严格执法ꎬ提高法律的威慑力ꎮ 对会计造假、提供虚

假会计信息等违法违规行为ꎬ应依法予以严惩ꎬ包括

罚款、吊销会计从业资格证书、追究刑事责任等ꎮ 例

如ꎬ某企业因提供虚假会计信息被财政部门查处ꎬ财
政部门依法对企业处以巨额罚款ꎬ并吊销了企业财

务负责人的会计从业资格证书ꎬ同时将案件移送司

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ꎮ 这一处罚措施对其他企业起

到了强烈的警示作用ꎮ
２.３.２　 发挥社会监督的作用

(１)充分发挥注册会计师的审计监督作用

注册会计师作为独立的第三方审计机构ꎬ应充

分发挥其审计监督作用ꎮ 注册会计师应严格按照审

计准则的要求ꎬ对企业的财务报表进行审计ꎬ发表客

观、公正的审计意见ꎮ 同时ꎬ注册会计师应加强对企

业内部控制制度的审计ꎬ提出改进建议ꎬ帮助企业完

善内部控制ꎮ
(２)鼓励社会公众参与监督

鼓励社会公众积极参与对企业会计信息的监

督ꎬ建立举报奖励制度ꎬ对举报属实的给予奖励ꎮ 社

会公众可以通过电话、邮件、网络等方式向政府部门

举报企业的违法违规行为ꎬ政府部门应及时受理并

进行调查处理ꎮ
２.４　 提高会计人员素质

２.４.１　 加强会计人员职业道德教育

(１)培养诚实守信的职业道德品质

会计人员应具备诚实守信的职业道德品质ꎬ如
实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ꎮ 企业和会计行

业协会应加强对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ꎬ通过开

展职业道德培训、案例分析等活动ꎬ培养会计人员的

职业操守和责任感[４]ꎮ

(２)增强廉洁自律的职业道德意识

会计人员应增强廉洁自律的职业道德意识ꎬ自
觉抵制各种利益诱惑ꎬ杜绝利用职务之便谋取私利ꎮ
企业应建立健全内部监督机制ꎬ加强对会计人员的

监督管理ꎬ对违反职业道德的行为进行严肃处理ꎮ
２.４.２　 提升会计人员业务能力

(１)加强继续教育

会计人员应不断加强继续教育ꎬ更新知识结构ꎬ
提升业务水平ꎮ 财政部门和会计行业协会应组织开

展形式多样的继续教育活动ꎬ如举办培训班、研讨

会、在线学习等ꎬ为会计人员提供学习和交流的平

台ꎮ 财政部门每年组织会计人员参加继续教育培训

班ꎬ邀请专家讲授最新的会计法规、会计准则和财务

管理知识ꎬ帮助会计人员及时掌握行业动态ꎬ提高业

务能力ꎮ
(２)鼓励参加职业资格考试

鼓励会计人员参加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等

职业资格考试ꎬ提高自身的专业素质和综合能力ꎮ
企业可以对取得职业资格证书的会计人员给予一定

的奖励和晋升机会ꎬ激发会计人员的学习积极性ꎮ

３　 结论

新会计法的实施是我国会计领域的一项重大改

革ꎬ对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促进

企业规范管理和推动会计行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ꎮ
为了确保新会计法的有效实施ꎬ需要各方面共同努

力ꎬ采取加强宣传培训、完善内部控制、强化监督管

理和提高会计人员素质等实施策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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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租赁准则在分布式光伏电站业务中的运用
———以 Ｊ 企业为例

于　 洋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ꎬ吉林　 长春　 １３００００)


摘　 要:为实现国家“双碳”目标ꎬ越来越多的能源企业转型发展ꎬ随着新租赁准则的广泛应用ꎬ对承租方的会计核算产生重

大影响ꎮ 文章以电力企业承租村民屋顶建设分布式光伏电站为例ꎬ针对承租人在此租赁业务中涉及的相关问题ꎬ从租赁的识别、
租赁期的确定、是否为低价值资产租赁、是否构成一揽子交易构成租赁合并等方面进行理论与实务研究ꎬ并借助案例做出进一步

分析ꎬ以提升会计信息质量为目标ꎬ旨在为类似业务的会计处理提供一定的借鉴作用ꎮ
关键词:新租赁准则ꎻ分布式光伏电站ꎻ实务运用ꎻ会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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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随着绿色能源需求的增长ꎬ分布式光伏电站业

务迅速发展ꎬ融资租赁与资产管理成为企业关注的

核心ꎮ 新租赁准则的出台ꎬ为企业财务报告提供了

准确的资产与负债信息ꎬ帮助企业优化财务结构ꎬ提
高透明度ꎮ 文章通过分析新准则对光伏电站业务的

影响ꎬ揭示了在财务报告、风险管理及经营决策等方

面的重要作用ꎬ为能源企业在新准则环境下的战略

调整提供实践指导ꎬ促进可持续发展ꎮ

１　 研究背景

Ｊ 企业是一家电力生产企业ꎬ拟在 Ｐ 县 Ｑ 镇建

设屋顶分布式光伏电站ꎬ在建设前期由 Ｈ 公司进行

了该项目的可行性研究ꎬ并取得了可行性研究报告ꎮ
该屋顶分布式光伏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表明:本项

目计划对 Ｑ 镇的 １ ０００ 户农户安装分布式光伏ꎮ 每

个户用光伏发电单元由 ３６ 块 ５４０ Ｗｐ 的单晶硅光伏

组件和 １ 台 １５ ｋＷ 组串逆变器串联组成ꎬ每户安装

容量约为 １９.４４ ｋＷꎬ本项目总安装容量约为 １９.４４
ＭＷꎬ屋顶光伏电站拟采用“全额上网”的 ２２０ Ｖ 低

压接入方式ꎬ光伏电站所发电量全部上网ꎬ最终配置

以接入系统批复为准ꎬ项目建设期一个月ꎬ本项目含

税电价按当地燃煤标杆电价 ０.３６４ ４ 元 / ｋＷｈ 计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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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３ 年 １ 月 １ 日ꎬ承租人 Ｊ 电力生产企业(下文

简称 Ｊ 企业)与出租人 Ｐ 县 Ｘ 村村民 Ａ 某签订了一

份为期 ２０ 年的屋顶租赁合同ꎬ并拥有 ５ 年续租选择

权ꎮ 合同约定ꎬ租赁屋顶面积为 １３５ 平方米ꎬ标的资

产在 Ｐ 县 Ｘ 村村民 Ａ 某屋顶西侧ꎬ屋顶租金 １１ 元 /
ｍ２ /年ꎬ租金应于每年年初支付ꎻ同时约定:由于电

站为发电设备ꎬ出租人不得自行挪动、更改、拆除、损
害和接触电站设备或电站设备的任何部分ꎮ 出租人

合法拥有项目屋顶ꎬ承租人负责本项目全部投资ꎬ建
设完成后的合同电站及承租人投资建设的配属设备

设施所有权归承租人所有ꎬ项目及电站产生的收益

归承租人所有ꎮ ２０２３ 年 １ 月中旬ꎬ承租人 Ｊ 企业与

Ｐ 县 Ｘ 村、Ｙ 村、Ｚ 村的 １ ０００ 户农户签订了相同的

屋顶租赁合同的同时ꎬ项目全部开始建设ꎮ
１.１　 租赁的识别ꎬ该合同是否为租赁或者包含

租赁

根据租赁准则及其应用指南ꎬ在合同开始日ꎬ企
业评估合同是否为租赁或者包含租赁可参考图 １ꎮ

图 １　 评估合同是否为租赁或包含租赁流程图

根据租赁的定义ꎬ一项租赁应当包含以下三个

要素:一是存在一定期间(“存在一定期间”不仅体

现为一段时期内ꎬ也有可能体现为对某项资产的使

用量或者占有量)ꎻ二是存在已识别资产(“已识别

资产”包含明确指定和隐性指定)ꎻ三是资产供应方

向客户转移对已识别资产使用权的控制(“控制”可
以体现为对资产的占有使用并受益)ꎮ 不能仅以合

同名称中的是否带有“租赁” “服务”等字样作为判

断依据评估业务是否为租赁业务或者包含租赁的业

务ꎬ还需对主要合同条款(包括是否存在一项已识

别资产、出租人是否拥有实质性替换权、承租人是否

获得资产所产生的几乎所有经济利益、承租人对是

否主导资产的使用方式及使用目的等各个方面)进
行全方位评估ꎮ

在本案例中ꎬ承租人 Ｊ 企业与村民签订的租赁

合同明确规定了租赁标的是固定面积的屋顶ꎬ并且

在合同中已经指定了这一租赁标的ꎮ 同时ꎬ合同规

定出租人不得自行挪动或更改电站的任何部分ꎮ 因

此ꎬ资产供应方村民在整个使用期间无权变更 Ｊ 企

业租赁的区域ꎮ 由于出租方村民没有实质性的替换

权ꎬ合同中约定的屋顶面积属于已识别资产ꎮ 安装

的发电设备由承租人 Ｊ 企业设计ꎬ并且在设计时已

预先确定了电站在整个使用期间的目的和方式ꎮ 电

站安装完成后ꎬ由 Ｊ 企业负责并网发电ꎬ发电收益归

Ｊ 企业所有ꎮ Ｊ 企业在整个使用期间主导了电站的

使用目的和方式ꎬ并获得该电站产生的全部经济利

益ꎮ 因此ꎬ可以得出结论ꎬ本案例中的合同包含

租赁ꎮ
１.２　 租赁期的确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三编合同第十四

章租赁合同第七百零五条规定租赁期限不得超过二

十年ꎮ 超过二十年的ꎬ超过部分无效ꎮ 租赁期限届

满ꎬ当事人可以续订租赁合同ꎻ但是ꎬ约定的租赁期

限自续订之日起不得超过二十年ꎮ 租赁准则规定的

租赁期是指承租人有权使用租赁资产且不可撤销的

期间ꎬ承租人有续租选择权ꎬ且合理确定将行使续租

选择权的ꎬ承租期还应当包含续租选择权涵盖的期

间ꎮ «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基于会计信息

质量的要求提出了“实质重于形式”原则ꎬ该准则要

求企业在确认、计量和报告时ꎬ应以该业务的经济实

质为依据ꎬ特别是法律形式因不同准则规定存在差

异时ꎬ应首先考虑经济实质ꎬ其次考虑法律形式ꎮ
本案例中ꎬ在租赁合同开始日承租人 Ｊ 企业应

合理评估是否行使续租选择权ꎬ根据案例信息可得

出该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中预计电站可使用寿命为

２５ 年ꎬ由此可以合理确定承租人 Ｊ 企业很可能行使

续租选择权ꎮ 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

租赁合同超过 ２０ 年的超过部分无效ꎬ但是同时规定

了租赁期限届满ꎬ承租人可以续订租赁合同ꎬ约定的

租赁期自续订之日起不得超过二十年ꎬ虽然从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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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看租赁期最长不得超过 ２０ 年ꎬ但从其经济实质

来看ꎬ企业对该租赁资产能够控制、使用并收益的期

限为 ２５ 年ꎬ依据“实质重于形式”原则承租人应将

租赁期确定为 ２５ 年ꎬ并按 ２５ 年分摊未确认融资费

用ꎬ摊销使用权资产累计折旧ꎮ
１.３　 是否为低价值租赁

低价值资产租赁是指单项租赁资产在全新状态

下价值较低的租赁ꎬ通常应低于 ４ 万元人民币ꎮ 承

租人应在租赁开始日根据租赁资产在全新状态下的

绝对价值进行评估ꎮ 同时ꎬ低价值租赁还需满足以

下条件:一是承租人可以通过单独使用该资产或者

将其与易于获得的其他资源一起使用而获利ꎻ二是

该资产与合同中其他资产不存在高度依赖或者高度

关联关系[１]ꎮ
该案例中的已识别资产为“屋顶面积”ꎬ评估其

是否符合低价值租赁标准需确定该资产在全新状态

下的绝对价值是否低于 ４ 万元ꎮ 由于租赁地址偏远

且位于贫困地区ꎬ经评估ꎬ假设该租赁资产屋顶的绝

对价值低于 ４ 万元ꎬ则可以判断该租赁为低价值租

赁类别ꎬ从而选择不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ꎮ
为确保这一结论的准确性ꎬ企业在评估过程中应考

虑多个因素ꎮ 一是进行市场调查ꎬ评估在该地区类

似屋顶的市场价ꎮ 二是可以参考当地的建筑成本与

其他类似资产的交易价格ꎬ形成全面的价值评估ꎮ
若市场数据不足或不够明确ꎬ企业还可以通过比较

的方法ꎬ即将租赁资产的价值相对整个资产组合的

价值占比进行评估ꎬ以合理推算其绝对价值ꎮ 如果

无法直接判断租赁资产的绝对价值ꎬ企业可以通过

细化资产评估报告ꎬ确认资产的实际用途和经济寿

命ꎬ并依据最新的市场标准和实际使用条件做出准

确的评价[２]ꎮ 企业应对评估方法进行必要的验证

和测试ꎬ确保所采用的评估方法和假设均具有合理

性和一致性ꎬ从而为低价值租赁的判断提供有力

支持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对低价值租赁ꎬ承租人可以选择

简化处理ꎬ即不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ꎮ 在简

化处理的情况下ꎬ承租人将租金总额按期均匀计算ꎬ
并计入各期的成本或当期损益中ꎬ但不排除存在更

好的方式能够反映承租人收益的实现情况ꎬ承租人

应当注意选择最能反映经济实质、收益实现情况的

计量方法进行会计处理ꎮ

１.４　 租赁合并

若要将多份合同作为单一合同进行账务处理ꎬ
应满足包括这些合同基于总体目的订立并构成一揽

子交易ꎬ单一考虑合同之间的关系无法将其实现整

体的目的、其他合同的价格或履行影响到了这一合

同的定价以及多份合同涉及的资产使用权的让渡合

并起来能够构成一项单独的租赁之中的任意一种

情况[３]ꎮ
本例中ꎬ项目建设期为一个月ꎬ可以合理确定承

租人 Ｊ 企业与 Ｐ 县村民签订的多份租赁合同是在相

近时间订立的ꎬ此项目也是在相近时间一起安装的ꎬ
从项目整体评价来看ꎬ单独安装一台无论从规模上

效益还是商业结果上对承租人来讲都是不经济的ꎬ
组合起来看就反映了该项目的商业模式ꎮ 合同定价

均为屋顶租金 １１ 元 / ｍ２ /年ꎬ租金付款方式为租金

于每年年初支付ꎬ同时反映了合同对价取决于其他

合同的定价ꎮ 可以合理确定承租人 Ｊ 企业与 Ｐ 县多

位村民签订 １ ０００ 份屋顶租赁合同ꎬ是企业基于规

模效益而陆续签订的多份合同ꎬ符合企业整体商业

目的ꎬ且该多份合同的订立符合同行业同地区标准ꎬ
但是承租人 Ｊ 企业与 Ｐ 县多位村民签订的多份合同

能否作为一份合同进行账务处理ꎬ还需考虑 Ｐ 县多

位村民是否为同一交易方或者关联交易方ꎬ根据案

例可知ꎬ承租人 Ｊ 企业分别与 Ｐ 县多户村民订立了

租赁合同ꎬ不满足租赁合并定义中的交易对手为同

一交易方或关联交易方ꎬ故不满足租赁合并的确认

条件ꎬ应分别确认使用权资产ꎮ

２　 相关会计处理分析

２.１　 简化处理

承接上述案例ꎬ承租人 Ｊ 企业选择按直线法将

此业务的租赁付款额计入当期损益ꎮ 相关会计处理

如下:
每年计入相关资产成本或者当期损益金额 ＝

３７ １２５ ０００÷２５＝ １ ４８５ ０００(元)
借:生产成本等　 １ ４８５ ０００
　 贷:银行存款等　 １ ４８５ ０００
２.２　 非简化处理

承接上述案例ꎬ若承租人 Ｊ 企业对该低价值租

赁不选择简化处理方式而选择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

赁负债ꎬ其会计处理如下:(假设承租人 Ｊ 企业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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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该业务的租赁内含利率ꎬＪ 公司增量借款年利

率为 ４.６％ )
２.２.１　 初始计量

２０２３ 年 １ 月 １ 日ꎬ使用权资产的入账价值是 Ａ
公司支付第一年年初支付的租金 １ ４８５ ０００ 元与剩

余 ２４ 年的租金按 ４.６％的年利率折现成现值之和ꎮ
使用权资产 ＝ １ ４８５ ０００ × ( Ｐ / Ａꎬ４. ６％ ꎬ２４) ＋

１ ４８５ ０００＝ ２２ ７１２ ２８８.７７(元)
租赁付款额 ＝ １ ４８５ ０００ × ( Ｐ / Ａꎬ４. ６％ ꎬ２４) ＝

２１ ２２７ ２８８.７７(元)
剩余 ２４ 年的租赁付款额 ＝ １ ４８５ ０００ × ２４ ＝

３５ ６４０ ０００(元)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１ 日会计处理为:
借:使用权资产　 ２２ ７１２ ２８８.７７

租赁负债———未确认融资费用　 １４ ４１２ ７１１.２３
　 贷:租赁负债———租赁付款额　 ３５ ６４０ ０００

银行存款　 １ ４８５ ０００
２.２.２　 后续计量

年折旧费用 ＝ ２２ ７１２ ２８８. ７７ ÷ ２５ ＝ ９０８ ４９１. ５５
(元)

具体会计处理为:(以 ２０２３ 年底和 ２０２４ 年初账

务处理为例)
(１)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计提折旧和计算利息

费用

借:生产成本　 ９０８ ４９１.５５
　 贷:累计折旧　 ９０８ ４９１.５５
借:财务费用　 ９７６ ４５５.２８
　 贷:租赁负债———未确认融资费用　 ９７６ ４５５.２８
计算利息费用:(３５ ６４０ ０００－１４ ４１２ ７１１.２３) ×

４.６％ ＝ ９７６ ４５５.２８(元)
租赁负债的账面价值 ３５ ６４０ ０００＋９７６ ４５５.２８－

１４ ４１２ ７１１.２３＝ ２２ ２０３ ７４４.０５(元)
(２)２０２４ 年 １ 月 １ 日确认租赁款项的支付

借:租赁负债———租赁付款额　 １ ４８５ ０００
　 贷:银行存款　 １ ４８５ ０００

３　 所得税相关影响的考虑

上述租赁业务还需关注对单项交易所产生的资

产和负债相关的递延所得税ꎬ不适用初始确认豁免

的会计处理ꎮ 随着新租赁准则的修订及财政部下发

的 １６ 号解释等相关文件ꎬ针对本案例中承租人 Ｊ 企

业承租村民屋顶所涉及的相关所得税问题ꎬ应对 Ｊ
企业的所得税纳税调整事项进行分析ꎮ 税务与会计

差异会导致资产和负债在未来回收或清偿期间内ꎬ
应纳税所得额增加或减少ꎬ进而造成账面价值和计

税基础之间的差异ꎮ 企业在不同租赁期间内可能面

临的不仅是简单的税收差异ꎬ还涉及如何合理地规

划税务策略ꎬ以确保在遵循法律法规的前提下ꎬ最优

地使用税务资源ꎬ降低税务风险和成本ꎮ

４　 结论

根据电力企业承租村民屋顶建设分布式光伏电

站的实务案例ꎬ承租人适用租赁准则的过程ꎬ从租赁

的识别到租赁期与租赁合并的判断ꎬ分别进行适用

低价值租赁规定的简化处理与不适用低价值租赁规

定的一般处理ꎬ后续分析与租赁准则相关的所得税

的相关影响ꎮ 除此之外ꎬ还应考虑租赁准则的实施ꎬ
承租方对确认计入相关资产成本或者当期损益计量

方式的变更ꎬ由前期的等额确认到计提折旧的同时

按固定的周期性利率摊销租赁负债利息ꎮ 对非在建

项目ꎬ成本费用前高后低会影响营业成本增加营业

利润下降ꎬ导致企业偿债能力、运营能力以及盈利能

力下降ꎬ企业财务指标的恶化不利于外界对企业的

评价ꎮ 对在建项目ꎬ计入相关资产成本前高后低ꎬ在
项目竣工结算时很可能会导致项目实际投资额大于

项目前期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或者前期批复的投资金

额ꎬ发生违反公司内控制度的情况ꎮ 对融资规模较

大、正处于转型的电力企业ꎬ建议提前采取适当的应

对措施平衡或降低上述影响ꎮ

参考文献:
[１]财政部会计司编写组.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汇编 ２０２４

(上册)[Ｍ].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ꎬ２０２４:５０７－５４３ꎬ
６２０－７００.

[２]钟惠纯.新租赁准则对企业财务管理影响及对策探

讨[Ｊ].财经界ꎬ２０２２(２３):９６－９８.
[３]于芳芳.租赁业务相关资产与负债的递延所得税处

理[Ｊ].中国税务ꎬ２０２３(６):４９－５３.

作者简介:于洋ꎬ女ꎬ吉林长春人ꎬ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ꎬ研
究方向:财务会计ꎮ

—８７１—



人力资源

医院人力资源管理信息系统与会计薪酬绩效管理关系的探讨

李权光

[佛山市三水区乐平镇人民医院(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附属乐平医院)ꎬ广东　 佛山　 ５２８０００]


摘　 要:文章结合人力资源管理与会计学的专业知识与实际工作经验ꎬ从业财结合的视角ꎬ探讨了医院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

系统与会计薪酬绩效管理的关系ꎮ 结果表明ꎬ医院人力资源管理信息系统在与财务管理信息系统对接ꎬ高效、准确、及时完成医

院薪酬绩效管理及完善其内部控制方面具有显著作用ꎮ

关键词:人力资源管理系统ꎻ财务信息系统ꎻ薪酬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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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当今是人工智能、大数据充斥的时代ꎬ建设“智
慧型”医院已是大势所趋ꎮ 节省人力成本ꎬ提高人

力资源利用率和人力资源管理水平也离不开“智慧

型”医院的建设ꎮ “智慧型”医院首先表现为“智慧

型人力资源管理”ꎬ集中表现为结合人工智能与大

数据分析模块与功能的人力资源信息化系统建设ꎮ

１　 人力资源管理信息系统建设与战略性人

力资源管理的关系

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核心理念是帮助组织实现

目标和取得竞争优势ꎮ 人力资源管理信息系统建设

是实现现代化人力资源运用模式的重要体现ꎮ 通过

数据挖掘、分析手段(如数字仪表盘监控)支持医院

战略目标管理的决策ꎬ也通过人工智能手段进行

ＳＷＯＴ 分析、战略地图设计、人力资源计分卡的制

作、人力资源供需匹配、组织风险预判等ꎬ帮助医院

做出战略选择ꎬ优化战略制订的过程ꎮ

２　 会计薪酬绩效管理与人力资源管理、财务

管理的关系及通过信息系统实现融合的必

要性

会计薪酬绩效管理是一个同时涉及财务管理与

人力资源管理范畴的概念ꎮ 绩效计划的制订、绩效

评价过程中又涉及财务指标的设计(如流动比率、
财务杠杆、净资产收益率、息税前利润、市盈率等)、
调整、权重ꎮ 在绩效评价中可能用到财务管理相关

的经济增加值法(ＥＶＡ)等ꎮ 平衡计分卡中的指标

体系中也含有许多财务指标ꎮ
人力资源管理信息系统能通过与财务管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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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之间的连接ꎬ让两大系统互联互通、各取所需ꎮ
薪酬绩效管理同是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管理

的重要环节ꎬ有必要通过人力资源管理信息系统在

会计薪酬绩效管理的相关信息上实现共享ꎮ

３　 医院人力资源管理信息系统与会计薪酬

绩效管理融合的实例分析

以广东省佛山市某二级公立医院为例ꎬ该医院

与广州市某大数据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人力资源管理

信息系统项目协议ꎬ２０２３ 年 ３ 月开始进场实施ꎬ经
过 １０ 个多月的实施以及后期完善ꎬ先后完成科室培

训、系统功能调试等工作ꎬ在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正式上线

运行ꎮ 该信息系统项目 ２０２４ 年上半年正式通过验

收ꎮ 目前ꎬ该医院各科室人员操作熟练ꎬ系统运行稳

定ꎬ系统功能能满足人力资源各模块业务的需求ꎬ尤
其对医院会计薪酬绩效管理工作有明显的帮助ꎮ

该医院对人力资源管理信息系统正式上线后ꎬ
在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２０２４ 年 ７ 月试用人工核算模式与

信息系统自动化核算模式ꎬ对相同员工数的薪酬绩

效核算工作(包含考勤催交、各科室绩效分配数据

上传等基础数据准备)所需平均时数进行对比ꎬ并
将数据通过 ＳＰＳＳ ２２.０ 进行配比样本 ｔ 检验的统计

分析ꎬ结果如表 １ 所示ꎮ

表 １　 薪酬绩效关键指标分析一

薪酬绩效关键指标 样本量 系统上线前 系统上线后 差值 ｄ 增减幅度 ｔ 检验结果

平均每月薪酬绩效核
算工作时数(小时) １１ ３４.５ １３.５ ２１ －６０.８７％

ｐ<０.０５ꎬ拒绝原假设ꎬ接受备择假
设ꎬ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ꎬ可以认
为系统上线前后不同核算方法之
下ꎬ平均工作时数显著不同ꎬ一定
程度上说明信息系统能显著提高
核算工作效率ꎮ

　 　 另外ꎬ该医院人力资源管理信息系统正式上线

后ꎬ也分别比较了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２０２３ 年 ７ 月、２０２３
年 ９ 月—２０２４ 年 ７ 月两个相等时间段的薪酬绩效

核算的及时完成率和正确率ꎮ 其中ꎬ及时完成率以

各时段及时完成月份数为计算单位ꎻ正确率以各时

段每个员工为计算单位ꎮ 将数据通过 ＳＰＳＳ ２２.０ 进

行 χ２ 检验的统计分析ꎬ结果如表 ２ 所示ꎮ

表 ２　 薪酬绩效关键指标分析二

薪酬绩效关键指标 系统上线前 系统上线后 差值 ｄ 同比增减幅度 χ２ 检验结果

及时完成率 ８１.８２％ １００％ １８.１８％ ２２.２２％

ｐ<０.０５ꎬ拒绝原假设ꎬ接受备择假设ꎬ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ꎬ可以认为系统上线前后
不同核算方法之下ꎬ及时完成率显著不同ꎬ
一定程度上说明信息系统能显著提高薪酬
绩效核算及时完成率ꎮ

正确率 ９８.００％ ９９.７１％ １.７１％ １.７４％

员工满意度 ６５.４１％ ７６.７６％ １１.３５％ １７.３５％

ｐ<０.０５ꎬ拒绝原假设ꎬ接受备择假设ꎬ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ꎬ可以认为系统上线前后
不同核算方法之下ꎬ员工满意度显著不同ꎬ
一定程度上说明信息系统能显著提高薪酬
绩效工作方面的员工满意度ꎮ

　 　 由上述表 １、表 ２ 结果可知ꎬ医院人力资源管理

信息系统在高效、准确、及时完成医院会计薪酬绩效

管理、薪酬绩效核算与发放的内部控制方面具有显

著作用ꎮ

４　 医院人力资源管理信息系统对会计薪酬

绩效管理产生的作用
医院人力资源管理信息系统对会计薪酬绩效管

理具有的显著作用是通过系统多种功能与模式实现

的ꎮ 下面继续以广东省某三甲医院和佛山市某二级

医院为例ꎬ逐一探讨ꎮ
４.１　 通过医院人力资源管理信息系统的各功

能模块的构建协同实现

薪酬绩效管理的功能实现必须首先收集并分析

利用其他子模块的基础数据ꎮ 如招聘时录入系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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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职称、职务信息关乎薪酬定级ꎻ考勤管理、花名

册及人事异动的变动性信息又关乎薪酬核算的当月

实际工时、所在科室绩效分配ꎮ 信息系统各功能模

块之间信息共享ꎬ从而做到薪酬绩效管理基础数据

调用的准确、快捷、便利ꎮ
４.２　 通过医院人力资源管理信息系统自动化

程序实现

医院人力资源管理信息系统可以实现薪酬绩效

指标根据标准表及公式自动计算ꎮ 通过预先设定薪

酬绩效管理的多个计算账套(如社保、公积金、个人

所得税计算账套)、标准表及各财务、绩效指标的公

式ꎬ形成各薪酬绩效指标之间的勾稽关系ꎮ 同时ꎬ还
支持部分个别项目的变动计算、自定义公式计算ꎮ

４.３　 通过医院人力资源管理信息系统与财务

信息管理系统等跨部门信息系统的对接来实现

人力资源管理信息系统能实现跨部门数据信息

共享ꎬ自动生成薪酬绩效工资报表ꎮ 与财务信息系

统通过对接ꎬ能共享职工社保、个人所得税、应发薪

酬、应发绩效、费用扣减金额等信息ꎬ还可以比对财

务管理信息系统的绩效评价结果(如财务信息系统

里面的关键绩效指标、经济增加值指标、平衡计分卡

指标等)ꎬ减少薪酬绩效核算的错误率ꎮ
４.４　 医院人力资源管理信息系统通过参与薪

酬绩效管理辅助决策、从审批流程上加强内部控制

来实现

人力资源管理信息系统能自动生成各种财务、
薪酬绩效报表和数据图表ꎬ通过人力成本分析、趋势

分析、变动分析、现金流量监控等功能将有价值的信

息反馈到公告警示栏ꎬ供医院管理层作决策时的参

考依据ꎮ 同时ꎬ也会自动将薪酬绩效发放审批等流

程存在的风险点通过公告警示栏反馈ꎬ加强医院内

部控制ꎮ

５　 结论

综上所述ꎬ医院人力资源管理信息系统与医院

会计薪酬绩效管理具体关系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ꎮ
第一ꎬ医院人力资源管理信息系统通过各功能

模块的构建及应用自动化程序ꎬ协同实现医院会计

薪酬绩效管理及其内部控制水平的显著提升ꎮ
全面薪酬战略实践中需对薪酬的匹配性进行不

断评价并适时调整ꎮ 能力薪酬体系的设计过程中需

要综合应用多种较为复杂的定量职位评价方法ꎬ如
要素计点法、因素比较法ꎮ

以上核算过程及薪酬体系设计定量方法现在已

经能够应用人力资源管理信息系统的算法高效地实

现ꎬ对医院的薪酬管理大有裨益ꎮ 比如ꎬ医院的人力

资源管理信息系统支持薪酬发放前的人员档案数据

对比ꎬ即对比当月与上个月人员档案数据(与工资

相关的)的变动情况ꎬ自动生成对比汇总表ꎮ 仅需

要几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完成薪酬核算ꎮ
同时ꎬ信息系统也可以规范薪酬审批、发放的财

务管理流程ꎬ如通过信息系统监控大额薪金的联合

审批联签流程ꎬ加大薪酬支出方面的内部控制力度ꎮ
第二ꎬ医院人力资源管理信息系统运用与跨部

门信息系统对接的方式ꎬ整合医院会计薪酬绩效管

理的各类资源ꎬ从而促进薪酬绩效管理的多方信息

互通ꎮ
信息系统支持最新的个人所得税、社保等多部

门政策ꎬ可以实现多次发放合并计税ꎮ 能够方便定

义各种税率表ꎬ满足最新国家工资改革的要求ꎬ顺应

医院对薪酬改革后工资结构、项目随机拆并功能ꎬ满
足专项附加扣除项、全年累计扣税、合并计税等功能

要求ꎬ支持个税申报一键导入和导出ꎬ智能匹配申报

数据与税局记录ꎬ从而实现系统自动计算ꎮ
第三ꎬ医院人力资源管理信息系统与医院会计

薪酬绩效管理相辅相成ꎬ互为决策参考ꎬ形成良性互

动关系ꎮ
医院人力资源管理信息系统能为医院战略性人

力资源管理提供决策参考ꎮ 信息系统可作为绩效管

理的工具ꎬ建立可量化分析的绩效考核评价体系ꎮ
如通过在系统设置绩效考核指标权重ꎬ通过设定自

动化核算的系统公式ꎬ自动根据绩效考核指标的评

价标准自动计算评价结果ꎬ再通过丰富的统计图表

形式展现给医院决策层ꎬ作为决策的参考ꎮ
在参与决策、辅助决策的形式上ꎬ医院人力资源

管理信息系统有利于综合运用多种绩效评价技术

(比较法、量表法、描述法)进行多维度的绩效考核

评价并形成直观、生动的结果图表ꎮ
第四ꎬ医院人力资源管理信息系统不断创新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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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先进的自助模式、绩效考核应用模式ꎬ有助于实现

有效的绩效反馈和绩效改进ꎬ更好地应用绩效考核

结果ꎬ同时也兼顾了医院会计薪酬绩效管理方式的

灵活性ꎮ
信息系统通过强化薪酬绩效反馈ꎬ建立公平、公

正的绩效核算与二次分配体系来提升医院的会计薪

酬绩效管理水平ꎮ 医院人力资源管理信息系统通过

构建个性化灵活的绩效考核平台ꎬ适应不同场合、情
况下的医院差异化管理ꎮ 比如ꎬ信息系统支持医护

人员、医技人员、行政后勤人员的聘期考核、年度考

核、干部考核等多种应用模式ꎮ 可根据需要灵活设

置考核主体、绩效指标、考核模板、考核方案ꎮ 系统

可支持人员的分类分层绩效考核管理ꎮ 其中ꎬ绩效

考核的定量指标可设置多种计算规则ꎬ支持职工考

核、部门考核、组织考核ꎮ
医院人力资源管理信息系统有助于实现有效的

绩效反馈和绩效改进ꎬ更好地应用绩效考核结果ꎮ
为了达到绩效改进的目的ꎬ医院职工可以通过登录

系统查看个人绩效结果和直接上级的绩效反馈信

息ꎬ从而了解自身工作绩效中存在的差距ꎬ并由直接

上级监督其有计划地改进ꎬ有利于医院构建学习型

组织、知识型团队ꎮ
第五ꎬ医院人力资源管理信息系统实现全面线

上绩效考核管理ꎬ医院薪酬绩效管理过程中将实践

中出现的问题通过线上反馈给人力资源管理信息系

统ꎬ促进信息系统自身的不断改进、完善ꎬ两者相互

促进ꎬ缺一不可ꎮ
比如ꎬ绩效考核指标的收集、绩效的核算以及科

室二次分配全部线上操作(ＰＣ 端、移动端)ꎬ基于移

动互联网ꎬ支持手机、平板等移动设备操作ꎬ突破了

时间、空间上的限制ꎬ大幅度提高薪酬绩效管理工作

效率ꎮ 另外ꎬ各医院科室的主任也可线上(包括手

机端)直观地看到本科室分配的总绩效金额ꎬ所有

二次分配均在系统进行合规性校验(即所有人员发

放合计与本科室总绩效金额相等ꎬ不得对本院以外

的非正式人员进行奖金发放)ꎮ
第六ꎬ从会计内部控制的视角ꎬ医院人力资源管

理信息系统可通过现代信息化手段来限制绩效考核

时人为因素导致的误差ꎮ
信息系统通过参数设置提高评价结果公正性和

降低出错概率ꎬ从而显著提高员工对薪酬绩效管理

的满意度ꎮ 通过信息系统应用ꎬ可以尽量减少偏差ꎮ
比如ꎬ在打分时对评分结果进行控制ꎬ按照医院制度

设置好各等级分布比例ꎮ 如最终结果不符合考核结

果分布要求ꎬ那么该结果就无法提交ꎬ从而避免过度

趋中的问题ꎬ保证绩效考核结果的公平性和客观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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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单位人力资源规划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

孙新喜

(山东省青岛市平度市蓼兰镇应急服务中心ꎬ山东　 青岛　 ２６６７２９)


摘　 要:事业单位人力资源规划在公共管理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ꎬ不仅关乎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量ꎬ还直接影响组织的长期

发展ꎮ 然而ꎬ许多事业单位在实际操作中面临一系列的问题ꎬ导致资源的浪费、员工的士气低落以及服务质量的下降ꎮ 为了应对

这些挑战ꎬ文章将着重分析事业单位人力资源规划中的主要问题ꎬ并提出针对性的对策ꎬ以期提升事业单位人力资源规划的科学

性和有效性ꎬ促进事业单位的健康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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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近年来ꎬ事业单位在人力资源管理中面临的挑

战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ꎮ 作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ꎬ

事业单位除了肩负重要社会职能ꎬ还需适应日益复

杂的环境和需求ꎬ对人力资源规划ꎬ已然成为事业单

位实现战略目标、提高服务质量的基础ꎮ 然而ꎬ在进

行人力资源规划时ꎬ部分事业单位存在诸如需求预

测不准确、人员配置不合理、培训体系不完善等问

题ꎬ影响了组织的运行效率ꎬ甚至还会对员工的职业

发展产生负面影响ꎮ 因此ꎬ深入分析事业单位人力

资源规划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ꎬ对提升事业单位的

管理水平、服务质量具有重要意义ꎮ

１　 事业单位人力资源规划的概念及特点

１.１　 人力资源规划的概念

人力资源规划属于事业单位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往往需要将人员未来需求为抓手ꎬ通过综合考量组

织发展、技术进步、市场趋势等多方面因素ꎬ制订出

符合当前实际的前瞻性策略ꎬ以便更好地吸引、留住

人才ꎬ促进人才与组织的共同成长[１]ꎮ

１.２　 事业单位人力资源管理的特点

１.２.１　 事业单位与政府机关的区别

在人民意志方面ꎬ政府机关是执行者ꎻ在社会事

务方面ꎬ政府机关是管理者ꎬ特别是在社会稳定的维

护上ꎬ政府同样起到显著的助推作用ꎮ 根据目前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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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来看ꎬ部分社会事业并不具备独自承担医院、养老

院等社会事业的作用ꎬ这就需要在政府部门指导下

进行ꎬ事业单位逐渐取代了政府机构承担职能ꎮ

１.２.２　 事业单位与企业的区别

企业通常以营利为目的ꎬ通过生产销售商品或

服务获取利润ꎬ资金主要来自股东投资、债务融资等

方式ꎬ利益的分配也是根据股东的投资比例进行的ꎮ

而事业单位则不同ꎬ主要目的是提供公共服务或履

行社会职能ꎬ如教育机构、医疗机构、公共服务机构

等均属于事业单位[２]ꎮ 事业单位的资金主要来自

政府预算、社会捐助或其他非营利性来源ꎬ其运营目

标是保障和改善民生ꎬ服务社会而非追求经济利益

最大化ꎮ

２　 事业单位人力资源规划的重要性

２.１　 保证事业单位开展各项活动的基础条件

合理的人力资源规划能够确保事业单位在人员

配备、岗位设置和技能匹配等方面满足实际需求ꎬ从

而提高服务的质量和效率ꎮ 对医疗机构ꎬ通过科学

的人员需求预测ꎬ可以确保医院在急诊、高峰期及特

殊病种的管理上有充足的医生、护士ꎬ直接影响医疗

服务的质量和患者的安全ꎮ 为此ꎬ事业单位需要不

断提升员工的专业能力和服务水平ꎬ以满足社会对

公共服务的不断变化和提出的要求ꎮ 例如ꎬ制订系

统化的培训规划ꎬ有助于增强员工的综合素质和业

务能力ꎬ促使其在面对各种复杂情况时ꎬ提供高效且

准确的服务ꎮ

２.２　 为事业单位提供科学可行的管理依据

基于对组织内部人员结构、技能需求以及业务

目标的全面分析ꎬ保障了管理决策的科学性、准确

性ꎮ 通过对当前人力资源状况的详细分析ꎬ事业单

位可以识别出人员配置的不足和冗余ꎮ 比如ꎬ在教

育机构中ꎬ对教师分布、课程需求进行定向分析ꎬ决

定是否需要招聘更多特定学科的教师ꎬ或是调整现

有教师的工作安排ꎬ以达到提高教学资源利用效率

的目的ꎮ 此外ꎬ针对员工激励机制、晋升路径等问

题ꎬ则需对员工绩效、潜力、职业发展等加以深入分

析ꎬ力争设计出公平、有效的激励政策ꎬ激发员工的

工作积极性ꎬ提升员工的工作满意度ꎬ正因如此ꎬ每

个员工的努力和贡献都能得到应有的回报[３]ꎮ

３　 事业单位人力资源规划存在的问题

３.１　 思想观念陈旧

在管理者看来ꎬ员工仅是一种资源ꎬ对其进行常

规化管理即可ꎬ正因该错误思想观念长期存在ꎬ致使

管理者对员工的需求、期望更新效果不佳ꎬ违背了员

工的差异性需求ꎮ 并且ꎬ错误思想观念还会直接影

响人力资源管理方式ꎬ管理者追求与规章制度ꎬ忽略

了员工与员工之间的差异ꎬ甚至还会集中选择“一

刀切”管理方式ꎬ打击了员工的工作热情ꎬ员工的工

作潜力、工作思想无从展现ꎬ这对人才的培养、发展

形成了很大阻碍ꎮ 事业单位管理机制受限于陈旧思

想的影响ꎬ变得越来越僵化ꎬ造成事业单位在面临新

挑战、新机遇时反应迟缓ꎬ难以吸引和留住高素质人

才ꎮ 此外ꎬ对人才发展的长远规划缺乏ꎬ使得人才培

养体系不健全ꎬ员工职业成长路径不清晰ꎬ人力资源

管理效果低下ꎬ严重削弱了组织的创新力和竞争力ꎮ

３.２　 信息化不足

从目前情况来看ꎬ事业单位在信息化建设方面

存在诸多弊端ꎬ尤其是信息化建设水平处于滞后状

态ꎬ信息技术的应用变得愈发浅显ꎮ 在面对信息技

术问题时ꎬ极易出现无从下手的情况ꎬ不仅增加了人

员的工作负担和难度ꎬ并且重要数据遗失、工作质量

降低等问题也接连出现ꎮ 面对此种情况ꎬ部分事业

单位认识到及时规避信息化建设风险的重要性ꎬ但

由于系统集成度、工作联系性等因素的限制ꎬ人员招

聘、培训等工作只能独立进行ꎬ丧失了开展工作的系

统性、全面性ꎬ很难实现人力资源规划的精准性、高

效性ꎬ整体管理效能大打折扣ꎮ 在先进技术和工具

引入方面ꎬ事业单位应用大数据技术提取有价值数

据信息的情况少之又少ꎬ同样不利于人力资源管理

效能的体现ꎮ

３.３　 岗位聘用与岗位设置不科学

第一ꎬ受限于传统管理理念ꎬ“一人多岗”“人岗

不匹配”等问题依旧存在ꎬ造成事业单位内部管理

决策出现失误的情况时有发生ꎬ久而久之ꎬ对事业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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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可持续发展形成了困扰ꎬ若不能及时采取有效的

对策解决该问题ꎬ必将面临管理效率低下、服务质量

下滑的困境ꎮ 第二ꎬ部分事业单位未能将人力资源

规划的完善工作落到实处ꎬ以岗位设置为例ꎬ始终践

行统一的施行标准ꎬ极易引发岗位职责、岗位等级模

棱两可等问题ꎬ员工工作积极性备受打击ꎬ限制了员

工的职业发展ꎬ最终影响了员工的整体工作效率和

创新能力[４]ꎮ 第三ꎬ“因事设岗”向“因人设岗”转变

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人才挤压的问题ꎬ增加了人力资

源规划工作的难度ꎬ员工工作取向和团队凝聚力大

大减弱ꎬ进而削弱了事业单位的核心竞争力ꎮ

３.４　 竞争机制和激励机制的匮乏

一方面ꎬ竞争机制的匮乏ꎬ主要表现在:事业单

位固定性、稳定性虽能提供一定的职业安全感ꎬ但无

形中削弱了员工的危机感和竞争意识ꎮ 长此以往ꎬ

易导致员工安于现状ꎬ缺乏较强的创新思维和进取

心ꎬ影响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ꎬ甚至滋生“大锅饭”

的工作心理ꎬ阻碍事业单位的创新发展ꎮ 另一方面ꎬ

激励机制的匮乏ꎬ主要表现在:事业单位未能站在员

工个人贡献和表现的角度ꎬ集中应用固定的薪酬体

系、晋升机制ꎬ使得员工产生了工作、才能不被重视

的盲目认知ꎬ对事业单位的激励机制愈发不满ꎬ甚至

还会影响员工的工作士气ꎬ加剧了人才流失等问题ꎮ

４　 事业单位人力资源规划改进对策

４.１　 转变观念ꎬ构建科学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

有别于其他规划ꎬ人力资源规划涵盖诸多环节ꎬ

如需求预测环节、人力资源评估环节等ꎬ鉴于各环节

的具体情况ꎬ亟须建立科学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ꎬ才

能为后续制订人力资源培训发展计划注入新鲜活

力ꎬ确保人岗适配ꎬ激发团队潜能ꎬ优化组织效能ꎮ

此外ꎬ加大人才梯队建设的力度ꎬ结合单位内部人才

发展现状和需求ꎬ建立完善的人才梯队ꎮ 例如ꎬ制订

明确的职业发展路径ꎬ设立多层次的人才培养计划ꎬ

包括新员工入职培训、在职技能提升、组织力发展项

目等ꎻ实施绩效考核与激励机制ꎬ确保优秀人才获得

应有的认可与回报ꎬ营造公平竞争、积极向上的工作

氛围ꎮ 同时ꎬ通过与高校合作ꎬ引进更多优秀的毕业

生ꎬ为人力资源管理工作添砖加瓦[５]ꎮ 最后ꎬ加大

人力资源管理技术的应用力度ꎬ简言之ꎬ积极应用先

进的软件和系统ꎬ助力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有效实

施ꎮ 结合自身发展情况ꎬ深入分析其他单位或是企

业优秀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观念ꎬ争取在满足自身人

力资源需求的同时ꎬ展现人力资源规划工作的持续

性特征ꎮ 必要时ꎬ还应当建立可行的监测以及评估

机制ꎬ对现有的人力资源规划策略加以整合调整ꎬ促
使人力资源管理体系更加完善ꎬ为单位发展提供不

竭动力ꎮ

４.２　 加强信息化建设

第一ꎬ为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建设提供足够的

资金支持ꎬ确保采购先进的信息化设备与系统ꎬ并持

续进行技术升级与维护ꎻ设立专项基金用于培训员

工ꎬ提升全员信息化应用能力ꎬ为人力资源管理的高

效运行打下坚实的基础ꎮ 第二ꎬ考虑到单位人力资

源管理目前情况ꎬ对人力资源信息系统进行合理优

化ꎬ促使人员招聘、培训、人事档案等系统紧密联系

到一起ꎬ提高数据共享与流程协同效率ꎬ打造一体

化、智能化的管理平台ꎮ 第三ꎬ应用先进的技术和工

具ꎬ比如ꎬ借助大数据分析员工学习情况ꎬ准备相应

的培训课程ꎻ借助大数据技术分析员工工作能力ꎬ持

续优化人力资源配置等ꎬ特别是在筛选求职者时ꎬ应

用大数据技术可以精准匹配岗位需求与候选人能

力ꎬ提高招聘效率与质量ꎻ加之对人力资源趋势进行

预测ꎬ为战略规划提供有力依据ꎬ确保单位人力资源

的高效利用ꎮ 第四ꎬ在信息技术的助推下ꎬ做好内部

社交网络以及自动服务平台的搭建工作ꎬ为员工、管

理者的沟通和交流提供便捷ꎬ实现资源信息的实时

共享ꎬ员工也能随时掌握到自己的绩效表现等ꎬ提升

了员工的满意度ꎬ增强了团队凝聚力ꎬ推动了单位整

体绩效的持续提升ꎬ员工的工作环境也更具和谐性、

稳定性ꎮ
４.３　 注重岗位聘用与岗位设置的科学性

在编制人力资源规划时ꎬ不仅要考虑编制内岗

位设置原则ꎬ还要考虑单位内部的岗位及编制数量ꎬ

这样才能确保内部岗位聘用、岗位设置的科学性、合

理性ꎮ 具体包括以下几点:第一ꎬ应用问询法、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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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等方式ꎬ落实岗位管理方案的拟定ꎮ 基于收集的

数据ꎬ综合分析后ꎬ量身定制岗位管理方案ꎬ明确岗

位职责、权限、任职要求及考核标准ꎬ为后续的岗位

聘用与设置提供参考[６]ꎮ 第二ꎬ侧重于岗位聘任的

合理合规性ꎮ 在实际岗位聘任期间ꎬ严格遵循相关

法律法规及单位内部规章制度ꎬ展现聘任程序的公

正度、透明度ꎬ尤其是要明确聘任标准ꎬ如学历、专

业、工作经验等ꎬ力争采用竞争上岗、择优录取的方

式ꎬ促使聘任人员与岗位需求高度匹配ꎮ 此外ꎬ通过

建立健全监督机制ꎬ对聘任过程进行全程监督ꎬ有利

于减少权力寻租、暗箱操作等问题的发生ꎬ切实维护

聘任的合法性和公信力ꎮ 第三ꎬ秉持“因事设岗”的

精简原则ꎬ全面分析单位内部岗位工作需求ꎬ并做出

相应的岗位比例、类别划分ꎬ随后ꎬ将以上分析、划分

工作为参考依据ꎬ制订针对性的岗位管理方案ꎬ规避

岗位重复、缺失等问题的发生ꎬ确保岗位结构精干高

效ꎬ促进资源优化配置ꎬ工作流程顺畅ꎮ

４.４　 建立科学有效的激励机制ꎬ激发工作积极

性ꎬ培养创新型人才

如何建立科学有效的激励机制ꎬ单方面依靠传

统工作模式远远不够ꎬ这就需要根据单位内部运行

情况加以深入剖析ꎮ 其一ꎬ将员工个人发展作为重

中之重ꎮ 为员工提供更多的培训、学习机会ꎬ转变员

工以往盲目的工作认知ꎬ以此制订个性化的职业发

展规划ꎮ 例如ꎬ借助职业技能培训、轮岗交流等方

式ꎬ激发员工的工作潜能ꎬ提升员工的职业归属感、

成就感ꎬ形成双赢局面ꎮ 其二ꎬ彰显绩效考核的最大

化价值ꎮ 将考核结果作为晋升、薪酬调整、奖励的重

要依据ꎬ同时提供反馈机制ꎬ帮助员工认识不足ꎬ明

确改进方向ꎬ激发其工作积极性和创造力ꎮ 针对表

现相对薄弱的员工ꎬ分析其工作问题的根源所在ꎬ改

善员工的工作表现ꎬ实现个人的成长ꎮ 其三ꎬ鼓励员

工之间相互交流ꎮ 通过设立跨部门沟通平台的方

式ꎬ组织员工积极参与团队建设活动、知识分享会ꎬ

促进员工之间的信息共享、创新思维碰撞ꎬ尤其是在

员工提出改进建议时ꎬ做到共同探讨ꎬ让员工感受到

自己在单位发展中的价值ꎬ增强员工的自信心ꎮ 其

四ꎬ建立公平、公正的激励机制ꎮ 设立公开的奖励机

制ꎬ如优秀员工评选、项目奖励等ꎬ让每位员工都有

机会获得认可与奖励ꎻ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ꎬ确保激

励政策的公正执行ꎬ维护员工的信任与满意度ꎬ避免

利益输送和不公平现象的发生ꎮ

５　 结论

综上所述ꎬ事业单位人力资源规划是提升公共

服务质量、实现组织目标的关键环节ꎮ 针对事业单

位人力资源规划当前存在的问题ꎬ提出了与之相应

的改进对策ꎬ如转变观念、加强信息化建设、注重岗

位聘用与岗位设置的科学性等ꎬ旨在为事业单位提

供有效的改进路径ꎬ帮助事业单位提高资源利用效

率ꎬ增强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职业满意度ꎮ 未来ꎬ随

着科技的发展和管理理念的更新ꎬ事业单位的人力

资源规划将会日益完善ꎬ助力事业单位在新的环境

下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ꎬ实现可持续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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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当前农商银行进入了加快改革创新、促进转型

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ꎮ 面对新的经济金融形势ꎬ
农商银行的人力资源发展应主动适应经济新常态ꎬ
全力抢抓发展机遇ꎬ积极应对风险挑战ꎬ持续推进内

部机制改革ꎬ着力转变绩效考核方式ꎬ全面提升员工

队伍素质ꎬ大力选拔建立人才梯队ꎬ努力开创农商银

行发展新局面ꎮ

１　 基本情况

以西部某市农商银行为例ꎬ截至 ２０２４ 年底ꎬ该
行在职员工 １ ６００ 余人ꎬ具体结构如下ꎬ

１.１　 年龄结构

从学历结构看ꎬ３０ 岁以下约占 １０. ４％ ꎻ３０ 岁

(含)至 ３５ 岁员工约占 ２１.４％ ꎻ３５ 岁(含)至 ４０ 岁约

占 ２６.７％ ꎻ４０ 岁(含)至 ４５ 岁约占 １０.２％ ꎻ４５ 岁(含)

至 ５０ 岁约占 １３.７７％ ꎻ５０ 岁(含)以上约占 １７.５２％ ꎮ

１.２　 工龄结构

从工龄结构看ꎬ５ 年以下工龄约占 ８.８％ ꎻ５ 年

(含)至 １０ 年工龄约占 １０.８％ ꎻ１０ 年(含)至 ２０ 年工

龄约占 ４４.０％ ꎻ２０ 年(含)以上工龄约占 ３６.４％ ꎮ

１.３　 学历结构

从学历结构看ꎬ硕士及以上学历约占 ７.１％ ꎻ本

科学历约占 ７７.２％ ꎻ大专学历约占 １１.４％ ꎻ高中及以

下学历约占 ４.２％ ꎮ

１.４　 职称结构

从职称结构看ꎬ高级职称约占 ０.１％ ꎻ中级职称

约占 ８.８２％ ꎻ初级约占 ５５.１８％ ꎮ

１.５　 岗位结构

从岗位分工看ꎬ高级管理人员(领导班子)约占

０.６％ ꎻ中层管理人员(总行部门正副职、支行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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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约占 ４.４％ ꎻ基层管理人员(支行部门正副职、网
点正副职等)约占 １４.７％ ꎻ运营主管约占 ６.１％ ꎻ客户

经理约占 ２８.７％ ꎻ综合柜员约占 １５.５％ ꎻ总行部门职

员约占 ２１.５％ ꎻ支行部门职员约占 ８.５％ ꎮ

１.６　 资格证书考取情况

从银行从业资格证书考取情况看ꎬ重点考察 ５０

岁以下男员工ꎬ４５ 岁以下女员工持证情况ꎬ该行未

取得证书员工占该年龄段员工总人数的 ７１.８％ ꎬ取
得证书员工仅为 ２８.２％ ꎮ

其他重要专业资格证书中ꎬ取得 Ａ 类证书(注
册会计师、法律职业资格证书)约占 ０.３％ ꎻ取得 Ｂ 类

证书[国际特许金融分析师(ＣＦＡ)、国际注册内部

审计师 ( ＣＩＡ)、国际金融理财师 ( ＣＦＰ ) 等) 约占

０.６％ ꎻ取得 Ｃ 类证书(金融理财师(ＡＦＰ)、注册信贷

分析师(ＣＣＲＡ / ＳＣＣＲＡ)、银行风险与监管国际证书

(ＩＣＢＲＲ)]约占 １４.３％ ꎮ

２　 存在问题

２.１　 员工学历水平有待提升

虽然近年来员工本科学历占比较高ꎬ但是与先

进股份制商业银行相比ꎬ整体员工学历水平仍不够

合理ꎬ主要表现为具有研究生学历的员工所占比重

仍然较少ꎬ专科层次的员工比重仍然较大ꎬ整体学历

层次较低ꎮ

２.２　 后备员工数量储备不足

农商银行网点较多ꎬ为保证网点正常运营ꎬ仍需

为各网点配备一定数量的综合柜员ꎮ 近年来ꎬ受经

济下行压力影响ꎬ银行业工作人员薪酬下降ꎬ离职人

员持续增加ꎬ人才流失严重ꎬ加之正常退休和内退人

员造成的常规性减员ꎬ虽每年都通过组织社会化招

聘ꎬ不断引入新鲜血液ꎬ但总体来看人员仍呈负增长

态势ꎬ基层网点人员紧缺ꎮ

２.３　 员工综合业务素质偏低ꎬ专业水平不高

一方面ꎬ取得银行从业资格证书的人员占比较

低ꎬ取得其他专业资格证书的人员较少ꎬ员工通过自

学获取相应证书的意愿不强ꎻ另一方面ꎬ因岗位交

流、以岗代训等工作缺乏系统性和计划性ꎬ造成适应

多种业务的“一专多能”型员工缺口较大ꎬ人员专业

技能相对单一ꎬ业务素质较低ꎬ缺乏风险管理、金融

产品研发、授信审批的高层次专业人才ꎮ

３　 实施路径

３.１　 人员结构目标实施路径

第一ꎬ加强顶层设计ꎬ逐步建立起职责明确、类

别清晰、层级分明、流动有序的人才管理体系ꎮ 初步

制订业绩为核心的考核制度ꎬ先在客户经理管理模

式上实现突破ꎬ通过挂钩薪酬拉开人员收入差距ꎬ强
化条线部门对全行客户经理的系统管理和运用能

力ꎮ 第二ꎬ明确业务部门每个岗位的设置、职责及资

格条件ꎬ建立健全完善的岗位体系ꎬ尝试以素质项、
业绩项为主要内容的评价评分体系ꎬ作为职务评定

的主要依据ꎮ 第三ꎬ配套建设考核、评价、动态调整

体系ꎬ结合业务发展需要、人才培养规划、干部队伍

建设等方面ꎬ适时调整ꎬ使得考核评价结果与业务发

展更加匹配ꎬ健全完善干部“能上能下”ꎬ薪酬“能高

能低”ꎬ员工岗位“能进能出”的“六能”考核机制ꎬ坚
持严管与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ꎬ逐步调整优化

人员结构ꎮ

３.２　 人员素质目标实施路径

３.２.１　 学历目标

鼓励员工参加继续教育、学历教育考试ꎬ对获取

学历的员工给予奖励ꎮ 另外ꎬ在学历工资、职级晋升

等方面给予高学历员工适当倾斜ꎮ
３.２.２　 业务技能目标

第一ꎬ银行从业资格证方面ꎮ 要求凡男 ５０ 周

岁、女 ４５ 周岁以下的员工必须取得银行业从业资格

证书ꎬ同时将该证书取得与否作为干部考察重要评

价指标ꎬ要求员工参与选拔竞聘时必须取得银行业

初级职业资格证书ꎮ 第二ꎬ专业证书方面ꎮ 一是鼓

励员工考取相应证书并给予奖励ꎬ对取得证书的员

工ꎬ如国际特许金融分析师(ＣＦＡ)、金融风险管理师

(ＦＲＭ)、注册会计师(ＣＰＡ)、法律职业资格证书等ꎬ
在职级序列评定时ꎬ等级上调一级ꎻ二是为鼓励信贷

人员提升业务素质ꎬ对考取高级注册信贷分析师

(ＳＣＣＲＡ)、注册信贷分析师(ＣＣＲＡ)的人员ꎬ在客户

经理评级时ꎬ自动晋升一级ꎮ 三是鼓励财务会计人

员、客户经理、法律法务人员等专业条线员工考取相

关资格证书ꎬ将考取其他证书人员纳入专业技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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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库ꎬ实行入库人才动态考评管理ꎬ把学历高、品德

好、能力强、业绩好的员工选拔进库ꎬ坚持优化“选
人用人”流程和广泛采纳民主意见ꎮ

３.３　 岗位结构目标实施路径

第一ꎬ根据农商银行组织机构发展的总体思路

和要求ꎬ结合业务发展、监管部门要求ꎬ按照能力与

职责相近的原则ꎬ划分岗位类别和职级序列ꎬ实施分

类管理ꎬ建立管理岗位、专业技术岗位、操作岗位、客
户经理岗位序列ꎬ全面打通岗位序列之间的职业发

展壁垒ꎬ多样化职业发展选择ꎮ 畅通员工晋升通道ꎬ
细化各个岗位工作职责ꎬ激发全员干事创业热情ꎮ
第二ꎬ按照员工成长不同阶段推动轮岗工作ꎬ培养员

工各条线业务技能ꎬ丰富员工工作经验ꎬ发现员工专

业特长ꎮ 第三ꎬ按照全面分析、科学预测、优化结构、
提高素质的要求ꎬ对人力资源状况进行细致分析ꎬ根
据经营环境的变化、战略目标的调整、组织结构的变

革等情况对岗位设置及人员配置适时进行调整和完

善ꎬ确保人力资源配置的前瞻性和效益性ꎬ符合未来

业务发展的新方向ꎮ
３.４　 核心团队打造目标实施路径

第一ꎬ按照政治站位、道德水准、业务素质高ꎬ合
规意识、执行水平、落实能力强的“三高三强”标准

配优配齐中层干部队伍ꎬ通过组织考察任命、公开选

拔ꎬ配强职能部门负责人、配优一级支行班子ꎬ按照

前中后台、支行经营班子分类进行测评ꎬ对各条线末

位淘汰的人员实行重新竞聘ꎮ 第二ꎬ借助农商行发

展联盟合作优势ꎬ建立人才培训新模式ꎬ选派人员在

合规经营管理、人力资源开发、科技信息建设、业务

产品创新、风险防控管理等方面参加 １—３ 个月的短

期培训交流ꎬ提升干部员工队伍经营管理水平ꎮ 第

三ꎬ按业务条线或跨条线适时选派总行中层管理人

员到一级支行一线岗位进行挂职锻炼ꎬ同时遴选一

级支行中层管理人员到总行进行在岗轮训ꎬ确保每

个层级都拥有适当规模的优秀年轻干部ꎮ
３.５　 人员流动目标实施路径

第一ꎬ在对外招聘新员工、引进专业人才的基础

上ꎬ从总行本部职能部门、一级支行、二级支行三个

层级ꎬ根据职责分工、管理幅度、业务发展等指标ꎬ全
面推进落实定机构、定岗位、定编制的“三定”制度ꎬ

配套“三定”工作推进情况ꎬ适时推进客户经理团队

建设及客户经理评级工作ꎮ 第二ꎬ围绕营业网点转

型ꎬ引导人力资源由柜面服务走向外部营销ꎮ 按照

员工能力及发展方向ꎬ开展职能部门员工双向选择ꎮ
重点建立从柜员到一级支行负责人、职能部门职员

到部门负责人的纵向发展通道ꎬ和从初级专业人才

到高级专业人才的横向发展通道ꎮ 第三ꎬ实施总行

部门之间横向和总行与一级支行之间纵向的人才交

流ꎬ建立系统内上挂下派制度ꎮ 适时选派总行骨干

员工到一级支行进行培养ꎬ遴选一级支行优秀员工

到总行进行锻炼ꎬ帮助增强优秀员工组织领导、管理

指导、沟通协调能力ꎬ培养经营管理人才ꎮ
３.６　 客户经理队伍建设目标实施路径

第一ꎬ根据“三定”工作方案ꎬ一级支行业务岗

位根据方案核定的岗位和职数开展“双向选聘”ꎬ按
前台部门、中后台部门、营业部、综合型支行及储蓄

型支行的顺序依次进行“双选”ꎮ 落选人员将归入

综合营销中心工作ꎬ在确保日常工作正常开展和柜

面服务的前提下ꎬ加强营销队伍建设ꎬ充实客户经理

队伍ꎮ 第二ꎬ适时开展客户经理评级工作ꎬ评级结果

作为客户经理职级(岗位)晋升、评优评先和岗位薪

酬的重要依据ꎬ不同等级享受不同的待遇ꎬ承担不同

的职责ꎮ 第三ꎬ根据客户经理表现ꎬ每半年进行一次

等级晋升或下调ꎬ在农商银行部门内部、跨部门、辖
属分支机构工作满 ３ 年的客户经理进行轮岗ꎮ

３.７　 员工教育培训目标实施路径

第一ꎬ实行专业能力考试和全员持证上岗制度ꎮ
通过建立学习平台ꎬ组织员工常态化学习ꎬ建立各业

务条线试题库ꎬ统一规划、统一安排、统一实施、统一

考试ꎬ并根据业务发展变化ꎬ不断更新题库内容ꎬ全
面提高员工专业技能水平ꎬ建立多渠道、专业化、实
用型、分层次的员工培训体系ꎬ创新培训模式ꎬ加强

中层管理人员的能力培训和员工的岗位技能培训ꎬ
提高网点大堂服务和营销拓展能力ꎮ 第二ꎬ建立长

效学习机制ꎮ 建立素质提升计划ꎬ重点以总行职能

部门开展讲解引导学ꎬ邀请司法机构开展警示教育

学ꎬ聘请学院教授开展专题培训学为主ꎬ网络在线继

续教育课程为辅ꎬ有效提升员工队伍素质ꎮ 第三ꎬ完
善专业内训师队伍ꎮ 按照内训师管理办法ꎬ实行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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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师等级管理ꎬ根据实际需要ꎬ可继续公开选拔增补

内训师ꎬ邀请专家对内训师授课技巧和课程开发进

行培训和辅导ꎬ逐步塑造一支业务技能精湛、工作经

验丰富、语言表达能力强的内训师队伍ꎬ支撑各项业

务的快速发展ꎮ
３.８　 员工职业生涯发展目标实施路径

第一ꎬ提供制度培训保障ꎮ 鼓励员工提高专业

素质和专业能力ꎬ走专业发展道路ꎬ计划在征求员工

个人职业发展规划以及工作兴趣的基础上ꎬ将员工

职业生涯规划的内容融入各项制度和培训中ꎬ使员

工能在银行需要和个人意愿结合的基础上ꎬ获得贯

穿上岗、在岗、转岗、晋升等覆盖全职业发展环节的

个性化培训ꎬ使员工发展和我行发展方向保持一致ꎮ
第二ꎬ建立新员工职业规划机制ꎮ 引导新员工结合

自身特质和职业目标ꎬ制订职业生涯规划ꎬ人力资源

部按年进行跟踪、指导ꎬ做好新员工分配及试用期考

核ꎬ促进新员工将个人的职业发展与我行改革推进

紧密结合ꎬ针对性进行岗位培训、工作岗位调整ꎬ不
定期召开新员工座谈会ꎬ掌握新员工职业成长需求ꎬ
最大限度激发个人潜力ꎮ 第三ꎬ建立新员工导师制

度ꎮ 为入行不满三年的新员工配备 １ 名成长导师和

１ 名技能导师ꎬ建立师徒“传帮带”关系ꎬ让有经验、
有能力的老员工帮助培养新人ꎬ成长导师可由业务

部门经理或级别较高的内训师担任ꎬ技能导师可由

历年业务比赛获奖选手担任ꎬ导师通过自身经验为

青年员工答疑解惑ꎬ传递正确职业价值观ꎬ解决青年

员工从业几年后职场迷茫问题ꎮ
３.９　 员工凝聚力目标实施路径

３.９.１　 薪酬激励方面

第一ꎬ推行以岗定薪、按劳取酬ꎬ正向激励等为

导向的“绩效驱动型”考核考评机制ꎬ发挥绩效考核

“指挥棒”作用ꎬ形成良好竞争机制ꎮ 如在客户经理

考核定级的基础上ꎬ按客户经理营销业绩进行考核

和绩效分配ꎬ重点突出绩效工资与个人贡献、工作业

绩紧密挂钩ꎬ实行岗位绩效工资加挂价绩效工资的

绩效工资分配体制ꎮ 第二ꎬ将考核激励办法与经营

管理目标、监管要求、战略转型、中长期规划结合ꎬ把
绩效考核作为强有力的管理工具ꎬ遵循人才成长规

律和人才资源开发规律ꎬ建立以能力和业绩为导向ꎬ

全面、科学的绩效薪酬体系ꎬ保证人员考评工作公平

公正ꎮ 第三ꎬ按照上两个年度的结果ꎬ建立有序轮岗

退出机制ꎬ对达不到岗位要求的调整其绩效薪酬比

例ꎬ加强考核管理ꎬ从严遴选ꎬ对不适宜岗位的员工ꎬ
重新进行竞聘上岗ꎮ

３.９.２　 精神激励方面

一方面ꎬ注重物质奖励ꎬ在符合上级监管部门规

定范围内ꎬ重视提升员工的工资福利待遇ꎬ及时关注

社保政策ꎬ按时做好基数调整工作ꎬ足额缴纳员工社

保ꎬ增强员工的幸福感ꎮ 对接第三方保险公司ꎬ鼓励

员工参与连带配偶子女保险计划及连带父母保险计

划(含员工配偶父母)ꎻ另一方面ꎬ注重精神激励ꎬ常
态化开展各类文化活动ꎬ丰富员工的精神生活ꎬ激发

团队意识、进取意识ꎬ通过开展主题鲜明、内涵丰富、
寓教于乐的文体活动凝聚人心ꎮ 除此之外ꎬ积极搭

建员工关爱平台ꎮ 对退休人员、困难职工ꎬ建立长效

关爱机制ꎬ以生日生育、节日假日、困难职工等系列

慰问温暖人心ꎮ

４　 结论

为适应未来激烈的市场竞争ꎬ农商银行势必要

深入贯彻党中央、地方政府以及省联社党委的决策

部署ꎬ全面落实既定战略目标任务ꎬ从规范员工职业

操守、畅通员工晋升通道、制订“三定”工作方案、突
出岗位业绩考核、完善关心关爱机制等多维度ꎬ建设

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干部员工队

伍ꎬ为提高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坚强

的人力资源支撑和保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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