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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财融合实现互促共赢的路径分析
钟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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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大背景下，企业管理及财务管理的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迫在眉睫。在变革的时代，企业

需要更快响应需求，做出更有效的反馈，这对传统的事后核算型财务管理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在此情况下，财政

部提出“业财融合”的理念对于企业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结合业财融合在企业中的实际情况，探讨业务与

财务互促共赢的重要性，及如何实现的具体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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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As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entering the new normal of economy, the transformation and 

structural adjustment of business and financial management methods are urgently needed. In the era 

of change, enterprises need to respond to demands faster and provide more effective feedback, which 

has had a huge impact on traditional post-accounting financial management methods. Therefore, the 

concept of "integration of business and finance" proposed by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has signific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enterprises. This article combines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business-finance 

integration in enterprises to explore the importance of mutual development and win-win between them, 

as well as the practical approa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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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业财融合的背景和意义

近几年来，国内外经济形势存在诸多不确定性，挑战与机遇

并存，从国际形势看，在世纪疫情影响下，百年变局加速演进，

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和不确定；从国内形势看，经济发展面临

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

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企业的高质量发展，企业的高质量发展离

不开效益，企业创造效益需要业务和财务以价值为导向，业务和

财务如同企业“左膀右臂”，业务是企业发展成长的根本和主旨，

财务是企业管理的中心和底板，两大系统共同支撑着企业高质量

发展，对企业来说都至关重要。但由于财务思维和业务思维站在

不同角度和立场，就会产生不同的观点，往往导致“业务不理解

财务，财务不理解业务”现象发生。企业要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

改变业务和财务脱节分离状况，促进业务和财务之间有效融合。

业财融合的“业”与“财”可从三个角度进行剖析，从组织

角度讲，“业”指企业中的业务部门，“财”指企业中的财务部

门。从活动的角度看，“业”指业务活动，包括企业价值链中研

发、设计、生产、营销、售后服务等各环节；“财”指财务活动，

包括财务预算、核算、监督、分析等财务活动的各环节。从流程

的角度看，“业”指业务流程，“财”指资金流程。从战略定位来

看，财务与业务具有天然共生共赢的关系，两者都是企业高质量

发展的支撑者与践行者，围绕公司战略目标任务，业务财务充分

发挥自身专业优势，以价值创造为核心目标，一切工作向价值聚

焦，一切工作为战略服务，提升企业产品价值、资源价值、品牌

价值，以价值创造为核心引领高质量发展。推进业务与财务一体

化的进程是企业迈向更加精细、数字、科学管理过程中的必然选

择，也是企业战略落地，管理赋能的必由之路。

二、业财融合的困难点

（一）目标差异问题

目标不同导致执行偏差，财务业务岗位职责不同，目标不

同，财务注重效益，业务注重产量等业务指标，生产部门、党团

工会、安全环保、市场开发等部门完成任务都需花钱，财务要在

有限资金下，优化配置预算，存在业务要花钱与财务要效益的矛

盾，难免产生博弈。

（二）职能分配问题

业务部门将财务部门当作“账房先生”，当前，财务还从事

着审核发票、报表、出纳等辅助核算业务，对于大部分核算会计

来说，报销、稽核、制证等基础性财务工作占用了大部分工作时

间，另外经营分析、财务报告、年中决算、年终决算、各类审计

和巡查都需要财务人员牵头或者配合，导致财务管理工作事后记



072 | INTERNATIONAL ECONOMY AND DEVELOPMENT 

企业管理 | BUSINESS MANAGEMENT

录多，事前管理少，财务人员没有将全部精力放在决策支撑与服

务业务方面。

（三）人才能力问题

财务人员大多为传统会计人员，这种情况在中小国有企业中

尤为常见，能够深入了解业务、参与业务、真正做到业财融合的

财务人才比较匮乏。财务人员在开展工作时，习惯性的从会计角

度出发，更加注重成本费用核算、财务报表出具时的合规性和准

确性，对于经营决策的掌握和了解不够系统，多为事后管理，存

在滞后性，因此无法给业务部门提供具有前瞻性和灵活性的指

导。而业务人员虽充分了解业务流程，但是对于财务风险防范意

识有待提高，对于财务专业知识较为欠缺，所以无法充分发挥财

务数据的价值，为解决财务业务分离的问题，培养复合型人才至

关重要。

（四）信息共享问题

信息化建设是企业发展的必经之路，许多国企对推动数智化

投入了大量的人、财、物力，但就目前来看许多国有企业信息系

统呈现出不联通、模块碎片化情况，财务和业务部门各自的系统

相互独立，关键业务没有互联互通，数据得不到共享，形成了一

个个“信息孤岛”，数据的经济价值没有充分发挥。比如销售部

门使用销售管理系统，财务部门使用资金管理系统，各业务系统

之间口径不一致，信息无法有效衔接。而一体化信息系统的建立

难度较大，大量数据的整合是个不小的挑战，与此同时还存在系

统建设失败导致大量沉没成本的风险，因此推进信息化建设在主

观和客观方面都存在阻碍，信息化建设水平的落后也严重制约着

企业的高质量发展。

（五）业务理解问题

财务监督有待业务理解，财务具有监督职能，经济评价、债

权债务、资金监管、资产清查、财务稽核等工作都是监督经济活

动的合规性，财务与业务形成监督与被监督关系，合规经营需要

财务融入全业务链，但业务部门对业财融合存在消极情绪。

三、互促共赢的实现路径

华为的资深财务 BP 总结了业财融合的9个字：在一起，懂业

务，提建议。对财务来说，业财融合的功底，是良好的财务分析

能力，财务管理向业务前端前移，财务人员融入业务中，做好财

务规划，提供绩效评估依据，然后向业务传递出有价值的信息，

从而更好地促进业务的发展。对业务来说，业务需要具备系统性

财务思维，业务关注的是过程，财务关注的是结果，但所有的业

务变量都会在财务变量上体现，所以业务要清楚每一个动作对财

务指标所带来的影响，从而根据市场情况把握业务进度，以确保

达成既定的财务指标。

业务的开展离不开财务的支持，财务的工作也是为了服务业

务，财务和业务之间既是合作关系，又是制衡关系。财务可以给

业务运营提供决策支持，也可以对业务进行监督。业财融合不是

单向的，而是双向的融合。实现业财融合需要的是企业业务人员

和财务管理人员都更多接触彼此的业务，让财务和业务彼此理解

对方的逻辑，达到业务与财务的横向集成，才能真正达到互促

共赢。

（一）业财融合保障战略执行，推进战略目标落地。

战略是企业为实现长期的生存与发展，作出全局性和长远性

的谋划。战略有效执行，需要建立从战略目标到评估检验的管理

闭环，通过反复优化，形成自我修正、不断提升的良性循环，达

到“立足当前预测未来、着眼未来审视当前”的效果。一是从现

有资源和业务实际出发，围绕战略财务目标，提出发展、改革等

业务实施路径；二是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牵引，以长期可持续发

展为底线，通过解码战略、承接战略、量化战略，推动战略落

地；三是将战略目标和业务计划量化为财务目标，平衡业务发展

目标和价值提升目标，以分析判断长期战略目标的实现程度；四

是分析行业发展变化趋势，通过多情境分析，对比业务发展与战

略目标的差距，明确下步工作方向与路径。

（二）业财融合保障价值引领，推进全面预算管理。

构建全局、全业、全员、全程“四全覆盖”的全面预算管理

体系，在预算运行过程中，业务部门紧盯业务预算目标，参与预

算联动运行；财务发挥合作伙伴作用，协助业务部门全程跟踪预

算执行，确保预算管理全面受控。加快生产、投资、财务“三大

计划”互融互促，形成财务发现问题、技术提出方案、生产组织

落实的全面预算管理体系。

（三）业财融合保障高效开发，提高资源投入回报。

加强市场、生产、开发三方联动，平衡销售渠道、市场价

格、库存容量、产能规模等因素，抢抓机遇，推进产能项目达产

见效、措施项目增产增效，资源量加快转化为商品量。

财务部门需要通过效益配产、事前算赢等手段，引导业务部

门多干效益活，多产效益产品。强化事前算赢，提升项目经济效

益。以投资收益率为基准线，组织业务部门与财务部门开展经济

效益评价，按照效益高低进行排队优选，从项目必要性、技术优

化、概算审查、经济效益等多个维度评价项目的经济可行性。财

务需要对业务方案进行风险评估。在经济评价中，业务部门提供

的技术方案决定了项目经济性，财务部门测算投资收益率、净现

值、投资回收期等指标，量化评价项目经济可行性，而从引导业

务部门，压降投资规模，优化技术方案，提高项目整体收益率。

（四）业财融合保障生产优化，开展全链条效益挖潜。

价值链包括内部价值链及外部价值链，其中内部价值链主要

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各个环节；外部价值链以企业外部环境为

基础，联合企业价值创造的上下游，形成包含行业、供应商、客

户、竞争对手在内的价值创造链条。坚持“投入必问效，投入必

有效”经营理念，生产经营加快由生产导向型向效益导向型转

变，统筹各项生产要素资源配置，根据市场需求与价格变动，先

算效益，再定产量，经过事前问效、算效、评效，合理安排生产

计划，做到精心谋策、精准预测、精益投入，实现预算管理与生

产运行无缝衔接，提高预算统领全局的作用。设计一套数据跟踪

体系，定期检测数据变动情况，若数据出现异常波动，要及时进

行预警、记录和原因分析，评估未达指标事件发生概率，避免经

营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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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业财融合保障推价增效，提高产品市场价值。

加大市场规律研判，加快“产品向商品、商品向资金”的价

值转换，统筹销售配置，提高综合销售价格，研究淡储旺销与低

储高售策略，提高销售利润率。延伸产品产业链，提高副产品市

场价值，本着“副产品价值不负”原则，延伸产业链，生产出高

附加值产品，提高深加工产品市场收益。

（六）业财融合加速资源盘活，推进资源集约利用。

本着“没有闲置的资产，只有放错地方的资源”理念，以全

生命周期价值最优为目标，统筹资源空间优化，加快财务部门价

值量信息与业务部门资源使用信息互联互通，资产调剂与资源需

求无缝对接，实现人力资源、土地房屋、设备资产、物资材料等

资源信息共享、集中管理、集约利用，实现企业资产、设备、实

物“一本账”联动管理，提高资产集约高效利用价值。

（七）业财融合保障精益管理挖潜，推进管理集约高效。

加强财税政策支持，确保政策红利落实到位，生产经营各环

节存在大量涉税业务，从业务前端着手，强化全业务链税务管

理。积极争取政府补助、税费返还等优惠政策，利用好纳税信用

等级优势，争取地方财税优惠政策；深入前端开展税收筹划，推

进税务信息化建设，做到事前筹划谋税、事中合理节税、事后依

法纳税，实现全业务链税务管理。财务需要对流程进行优化。理

解业务需求，梳理业务流程，推进流程优化，提升内部运营与资

源使用效率。在满足财务与业务部门二者需求的基础上，尽量把

业务工作从线下转换到线上，使业务流程更加标准规范。这样做

的优点是可以把历史数据均保留在线上，方便日后的查询、参

考、分析、整合，加强业务与财务间信息沟通，实现业财数据口

径统一、同步、同源。了解业务数据需求，提供及时的预警，收

支、数据核对、合同打款期限预警等等，将这些数据的价值充分

发挥，这样既可以节约沟通成本和人力成本，又可以方便管理层

通过数据分析提高决策效率。

四、结语

当财务和业务深度绑定，熟悉行业的新旧模式，熟悉竞争对

手的情况，根据市场的变化和企业内部的情况，给出最客观以及

目前的情况分析，这就是在给管理层的决策提供最有利的支撑和

支持。

实现业务与财务的互促共赢需要财务和业务的共同努力，一

是要有更明确的方向，树立新的发展理念，转变传统观念，突破

惯性思维，将业财融合理念化有形为无形，融入每个环节，每个

细节中，业财共同以战略为方向，以价值为导向，推动企业高质

量发展。二是要有更畅通的渠道，按照业务链条分领域开展业财

联合攻关，管理模式由“单兵作战”向“联合出击”转变，优化

顶层设计，统筹信息资源，实现业财一体化决策，发挥财务对经

营决策的支撑作用。三是要有更全面的人才，构建业财双向交流

机制，发挥业务财务各自专业优势，实施业财一体化决策与管

理，业务人员参与全流程预算编制、费用管控与经济活动分析，

透析财务数据背后的经济业务本质，采取交叉挂职的方式，挖掘

吸纳一批懂技术、善管理的业务人员进入财务系统，促进业务与

财务融合、互促、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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