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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企业在发展过程中起到阻碍作用的不仅仅是

自身在经济市场中的地位或自身的经济效益，而且还包括

企业的内部管理制度，尤其是有关资金和资源的相关管理

制度。全面预算管理是企业内部管理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对企业资金量的运转度具有控制性的意义。企业运用全面

预算管理可加强对企业内部管理的控制度，合理分配企业

内部的财务或非财务资源，有效组织和协调企业的生产经

营活动，并依靠企业的流动和固定资金量完成企业持久性

的经营目标。

1 全面预算管理概述

全面预算管理是企业在经营管理期间对资金资源或

其他非财务资源进行分配、考核、控制、组织来实现企业

的经营目标的一种管理手段，可让企业在短期内制定经营

和财务计划，统一协调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提升企业的

经济效益，并连同经营目标将企业的内部管理分化精细化

管理，建设健全的全面预算管理模式。全面面预算管理可

按照管理环节、管理期间、管理属性予以划分。全面预算

对于企业管理的优点如下 -- ①提前制定可执行可实现的

预计运营成果，提前预计后一年的业绩。②规整出整套的

预算标准，减少企业意外风险。③促进企业各部门间的相

互联系。④让企业具备固定的量化指标。缺点 -- ①让企

业的运营变得死板缺少灵活性。②在缺少预算基础的情况

下会影响企业的经济效益。③全面预算工作量超标。

2 企业全面预算管理中的潜藏性问题

2.1 预算管理形式趋于流程且大于实用

企业的预算管理编制大多都趋于表面化，而缺乏对

企业经营活动的实用性。大部分企业对全面预算管理的认

识不够深入，不够细致，仅仅只抓住管理表面，将预算管

理简单的归类于财务管理，忽视对参与人员和业务，以及

管理期限的设定，使编制的预算缺乏指导性和全面性，让

预算编制逐渐趋于流程，丧失企业在经营活动中实行预算

管理的真正价值。

2.2 预算编制体系缺乏科学性

企业的预算编制体系首先必须具有科学性和实效性，

但结合往年数据统计发现，大多数企业只是着重于根据前

年数据简单规制后年经营活动中的预算编制，这样是极度

缺乏考核性和科学性的，因而难免会出现针对经营活动成

本的预算指标欠缺，以至于丧失预算管理源于经营而服务

于经营的目的。

2.3 预算执行未达预期

企业在预算执行中未达预期往往局限于以下几点原

因 -- ①企业缺乏对全面预算管理的重视度，而过于重视

经营层的管理，忽视管理各个环节的执行度，同时管理层

和员工皆缺乏对全面预算管理的认识；②缺乏科学的预算

编制，所有的预算编制都具有盲目性，经营目标的设定也

局限于固步自封，停滞不前；③预算管控未能迎合时代潮

流，加之，预算管理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不能仅限于统一

的管理套路和政策。

2.4 认识上存在误区

企业各个部门对于全面预算管理的重视度不够，各

企业全面预算管理存在问题与改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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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国内经济市场的竞争变得愈来愈激烈，各级企业都在这场突如其来且发
展迅速的时代潮流中寻找“栖身之地”，并不断改善和完善自身的内部管理制度，建立适合企业发展
的财务管理模式。企业的经营管理模式对于企业自身经济效益的提升有很重要意义，在建立一套具有
科学性、合理性、全面性和先进性的经营管理模式的同时还需配以全面预算管理，以便于协调好企业
内部管理的各项工作，大幅度提高企业的内部管理水平和稳健性。本文着重强调全面全面预算管理在
企业管理中的必要性，以及对经营管理的协调性，同时还需不断探究企业全面预算管理中仍存在的潜
藏性问题，就管理的误区进行渗入式的分析分析，并提出具有针对性和高效性的改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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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部门承担的角色大多失去管理价值，加之，部门员工对

全面预算管理的认识度不足，从简单的考量上并未真正认

识到全面预算管理的重要性，加上部门员工对预算管理的

运用度也有所不足，无法顺利推动预算目标的完成。

2.5 预算不能严格执行

大部分企业因缺乏有效的监督手段，致使预算不能

严格按照既定流程执行，使隐藏的盈利潜能无法完全发挥

出来，大大挫伤了员工的积极性。加之，预算分析仅仅强

调可观原因，而忽视主观因素，无法提供真实可靠的预算

考核信息。

2.6 缺乏健全的预算考核与激励机制

大数据时代下，企业的预算考核机制仍然趋于狭窄

的考核范围内，仅仅针对各部门和个人的考核评价，而缺

乏与之对应的奖惩机制或激励机制，使得考核机制丧失评

估价值，且未能与企业部门员工的绩效相挂钩。企业的考

核机制过于重视财务指标，而忽视其他具有针对性的非财

务指标的考核，同时过度重视企业经济效益的提升，而忽

视企业财务管理部门人员专业水平的提高。

3 企业完善全面预算管理建设的改进
策略

3.1 建立健全的预算管理组织架构体系

企业在结合自身实际情况进行分析的同时，还要明

确企业的发展方向和目标，从战略目标出发，建立预算管

理组织架构，确保企业全面预算管理向着统一协调的步调

为企业明确具有实效性和科学性的经营管理模式。企业在

经营管理活动中最重要的点便是对经营成本和经营利润的

把控，由于企业的流动资金量是不确定的，因此存在转移

性和抽调性，可便于企业的管理层或决策机构在年度预算

中依据企业的固定资金量或流动负债情况细致化的分配经

营利润，让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更佳具有协调性和规划性。

预算管理组织架构不仅关乎于企业的决策机构，还涵盖有

编制委员会及财务部门，而负责预算管理牵头的便是财务

部门，组织架构体系中最有决定权的便是决策机构，同时

还包含有预算责任单位，健全的体系更应拥有健全的监督

和审核机制。

3.2 优化预算编制流程

预算编制是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上下同行的编制

方法。对预算编制流程进行优化便是就上下单行，上下同

行的编制进行全面性的改善。自上而下 -- 从企业的发展

目标出发，逐步优化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所涉及有关预算管

理的相应策略；财务和经营单位执行统一性的预算制度，

关键之处在于统一协调性。自下而上 -- 有关经营管理中

的各个环节，必须实行优化性的预算管理制度，熟悉企业

发展过程中涉及的预算编制流程，加强企业在市场环境中

的适应度，严密推算出后一年的经营管理和业务目标，结

合经营和销售措施，模拟测算在优化后的年度预算指标，

层层整理分析上报企业最高管理层。上下结合 -- 全面预

算管理方案的制度需要企业最高和基础管理部门进行多次

沟通、协调，有组织有计划的拟定预算编制流程，同时汇

总企业所有的预算草案，由下而上，由上而下，反复性协

调，形成最终预算。

3.3 建设科学、合理的业财一体预算模型

企业的经营业务和财务管理本就是相辅相成的模式，

重点在于管理且服务于经营。预算模型是承接业务与财务

为一体的管理模式，具有科学性和合理性。财务管理与业

务活动联合，可从财务报表和经营活动中追寻全面预算管

理的核心点，专注于企业的发展目标，从确认企业经济效

益的关键点出发，平衡企业的发展方向，从业财一体的角

度建立预算模型，同时本着系统、科学、实用的原则，让

企业各个部门能够达到准确高效的编制目的。

3.4 完善绩效评价系统

企业的预算管理系统是具有稳健性和协同性的，而

完善绩效评价系统，可客观评价企业的主体业绩，同时还

能联合预算编制，强化企业预算管理的屏障，优化绩效评

价机制。全面预算管理作为企业经营活动的指挥棒，对于

企业经营利润的提升具有决定性意义，可全面性协同企业

的发展目标，形成稳健的经营流程，并通过绩效评价对企

业全体员工实行具有公平公正性的奖优罚劣，让员工发挥

最大化的工作积极性和热情，更加强化全面预算管理意识，

促进企业快速达成经营目标。

4 结束语

全面预算管理是将企业关键性问题融为一体的管理

手段，可协调统一企业的战略、业务、财务、人才等多个

因素，强效性的对企业的经营活动进行稳健性管理，并从

企业自身的财务管理概况出发，着重考虑到管理中的潜藏

性因素及具有针对性和可行性的应对策略，同时依照企业

的战略目标出发，建立并优化企业的预算管理模型，促进

企业的精细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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