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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传统的财务共享中心管理模式下,企业业务与财务分离,各自为政,不利于企业发展和业务扩展,

在信息化技术的推动下企业急需建立真正发挥作用的财务共享下的业财融合,真正做到财务指导业务,

业务辅助财务。本文选取 ZH 为案例研究对象,通过对其财务共享模式下的业财融合实施效果进行了深

入分析,同时也找出了其中的不足,并针对这些不足之处提出相关优化建议,通过研究发现,财务共享模式

下的业财融合可以提高企业的财务管理水平、资源配置效率、竞争力、可持续发展能力等方面,并且有

助于促进企业的长期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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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traditional financial sharing center management mode, the business and finance of the 

enterprise are separated, which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development and business expansion of the enterprise. 

This paper selects ZH as the case study object, through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implementation effect of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finance under the financial sharing mode, and also finds out the shortcomings, and 

puts forward relevant optimization suggestions for these shortcomings, through the research,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finance under the financial sharing mode can improve the financial management level, resource 

allocation efficiency, competitivenes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bility and other aspects of the enterprise, and 

promote the long-term stable development of the enterpr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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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在社会转型与升级加速的背景下,企业间的竞争日趋激烈,

新业态、新标准、新模式不断涌现。在当前不断增加的企业业

务与管理需求中,传统的财务管理模式已难以适应,因此,很多

公司都将财务共享中心的模式引入到了企业当中。而财务共享

下的业财融合能够提升企业财务管理水平、资源配置效率、可

持续发展能力等方面,并且能够促进企业的长期稳定发展。因此,

对于企业而言,开展财务共享下的业财融合研究具有显著的

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基于财务共享以ZH为研究对象对其业

财融合的实施发展现状进行研究,ZH是我国大型通讯设备上

市公司的典型代表,以它为例进行财务共享下业财融合的研

究,对于同类公司财务共享下的业财融合的优化,具有一定的

实践指导意义。 

2 ZH基于财务共享的业财融合实施背景 

企业建设财务共享中心是一项繁琐的工作,是未来财务管

理发展的新方向,也是对企业组织架构的一次重大改革,不仅对

企业的财务进行了改革,而且对企业的所有业务进行了梳理重

构。财务共享与业财融合是相互促进的,财务共享是一种行之有

效的财务管理方法,对企业改善日常财务工作和提高会计信息

质量意义重大。同时,随着业财融合的持续推进,企业财务共享

平台也进一步得到完善,加速了企业财务管理的转型。因此,彼

此之间具有互补性且互相促进,有利于企业的发展,增强其核心

竞争力。在这一背景下,实施业财融合显得尤为重要,这也是ZH

财务管理的必经之路。 

3 ZH基于财务共享的业财融合实施过程 

经过30余年的摸索,ZH一直以改革为动力,通过初建期、稳

定期、成熟期三个阶段的业财融合探索,建立起了一条基本成熟

的、有系统的业财融合演进之路,主要分为三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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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财务共享运营初建期的业财融合 

在2003-2008年的第一阶段,ZH已成功实现业务与财务的初

始整合,这个成功不仅归功于公司内部已经启动财务共享中心

的事实,还因为ZH在财务共享中心建立和运营过程中积累的丰

富经验,使得ZH有效的开展业财融合的探索。 

ZH在初建阶段,首先统一了财务标准,确保了公司内部各

个部门、各个层级在财务数据和报表上的高度一致性和准确

性。这不仅大大提高了财务信息的透明度,也为企业高层提供

了更为精准、全面的决策依据。同时,公司还积极搭建起财务

共享平台,实现了财务信息的快速传递与共享,有效减少了财

务运作中的冗余环节和不必要的成本。这些措施不但使ZH在财

务管理上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减少了财务运作的费用,提高了公

司的运作效率,更重要的是,它为员工们创造了一个更加轻松、

高效的工作环境,让员工有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投入到公司的经

营活动之中。不足是,虽然此次财务管理模式的更新,使企业

业务与财务有了初步的融合,但在预算决策、经营分析等方面,

业务与财务还比较分散,因此,有必要将业务与财务进一步融

合,强化企业的预算管理和经营分析,促进企业的战略目标的

实现。 

3.2财务共享运营稳定期的业财融合 

第二个阶段,是2009-2013年,ZH财务与业务的正式融合时

期。尽管已经实现了财务与业务的初步融合,但在经营的前端,

业务与财务仍然是分散的。为此,ZH在正式合并的过程中,采取

了财务组织的变革、管理控制体系的变革和以价值链为中心的

业财融合等手段,把管理会计的方式扩展到了业务的前端,逐渐

地建立起了预算管理、决策和监控的前向精细。 

在此阶段ZH实现业务与财务第二阶段的融合,在共享财务

的基础上,ZH形成以战略财务为指导、以业务财务为执行的三方

协同的财务管理模式。新形成的精细集成化的财务运作惯例,

意味着ZH在财务管理上实现了从粗放到精细、从分散到集成的

转变。这一创新的管理方式不仅显著提高了公司的财务管理能

力,还进一步提升了经营决策的科学性,有力地推动了业务与财

务的基本融合。 

遗憾的是,尽管这一次的财务实践改革使业务和财务正式

地融为一体,但当我们深入到收益内部控制评价这一具体环节

时,不难发现业务和财务仍然在一定程度上被分割开来。为了解

决这一问题,ZH需要进一步加强业务和财务之间的沟通与协作,

建立更加紧密的合作关系。同时,公司还需要完善收益内部控制

评价的制度和流程,确保评价工作的客观性和公正性。 

3.3财务共享运营成熟期的业财融合 

第三个阶段,自2014年起,ZH正稳步迈向业务与财务紧密结

合阶段。虽然前两个阶段的业财融合已构建了一定基础,但其效

果和风险评估仍需加强,所以在当前这个关键阶段,公司采取了

更积极的策略,不断推动业务和财务的一体化建设向前发展。ZH

在财务内部控制评价中,由于业务和财务的分离,不能保障ZH的

业务发展,也不能满足业务发展的需要,同时,也面临着复杂的

国际环境。为此,ZH在高度融合时期通过建立绩效评估制度和健

全内控制度,对业务财务进行监管和评价,根据内外部环境的变

化,及时调整系统结构,逐步建立起了对经营活动进行全方位、

一体化的监控运行模式。 

在该阶段,构建绩效评估制度与完善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

体系方面,ZH已经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形成了财务对业务活动的

全方位、一体化监控的财务运作惯例。通过有效的风险评估,

企业可以及时发现潜在的风险因素,并据此制定针对性的风险

防范和应对措施。保障各部门的工作顺利进行,为公司的可持续

发展提供坚实的保障。这种财务运作惯例不仅提高了财务数据

的准确性和透明度,还有效地支持了公司战略决策的制定和实

施。同时财务管理模式在三位一体的基础上,正逐步向价值整合

的四位一体模式转变。这一转变意味着公司不再仅仅关注传统

的财务指标,而是更加注重业务活动的价值创造和价值实现。通

过财务与业务的深度融合,ZH能够更好地理解业务需求,提供更

为精准的财务支持,进而推动公司业务的持续发展。 

4 ZH财务共享下业财融合的成效 

4.1搭建业务财务平台,财务管理水平提高 

在实施财务共享模式下的业财融合后,ZH搭建了包括战略

财务、业务财务、共享财务与专家团队在内的全球财务管理体

系,这种模式旨在减少财务运作成本,实现业务与财务部门流程

的深度融合,理解并满足业务部门的需求,此外,该模式还为管

理层及经营者提供动态的预算、预测信息,实时的运营信息和财

务评估,从而推动企业的迅速发展。财务领域的专业化分工得以

实现,并配备了专门的管理会计团队,在管理决策和经营决策中,

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实现了“从业务中来,到管理中去”,通过提

供决策所需的信息,他们助力管理者做出明智决策,并协助各业

务部门更有效的实现经营目标。 

4.2内部控制融入业财,风险管控能力提升 

财务共享模式下的业财融合,将内部控制活动融入到业务

与财务中,企业可以更好的把握信息变化,通过对信息的分析与

追踪,对风险及时识别和控制。同时,ZH在业务流程中融入了内

部控制体系,对职责与界面进行了明确的划分,并逐渐建立起一

套行之有效的流程评价机制,通过对存在的问题与风险进行辨

识,对企业的业务流程进行优化。总之,ZH实施财务共享下的业

财融合使得企业便于提前发现风险,从而及时采取预防措施,提

升了企业的风险管控能力。 

4.3业财信息共享,资源配置合理 

在财务共享平台上,通过信息的共享,可以让财务系统更加

直观地观察到产品的成本与利润,从而帮助公司更好的利用这

些信息来分配资源,从而降低成本,提高收益。从上述分析中可

以看出在实施业财融合后行政管理人员与财务人员的配置得到

了优化,减少了人力和财务成本,此外,企业的成本与费用预算

分配也更为合理,企业在制造流程中对产品附加值的投入也更

为科学。总之,在财务共享下实现了业财融合,使企业的决策更

加合理、科学,从而使企业对资源进行合理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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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ZH财务共享下业财融合的不足 

5.1员工财务水平不够 

在财务共享模式下,在执行财务共享与业财融合策略时,就

必须要有一定的财务知识,同时还要熟悉企业运营的各项业务

活动,所以对于员工的专业素质要求相对较高。ZH在实施财务共

享下的业财融合以前,企业的组织架构相对较为传统,管理人员

的比例在整体员工结构中占比较高,但在实施之后,占比明显降

低,这就意味着企业的决策流程更加简洁高效,整体管理水平得

到了提升,但原有管理人员面对的业务更多。这就要求企业管理

人员不断提升财务方面的专业素养,利用财务共享的优势,把业

财融合落实到工作中。 

5.2信息整理能力不足 

在建立财务共享中心后,ZH的财务信息处理和汇总效率得

到了显著提升,但在信息系统方面仍然还有一些不足之处,特别

是信息整合能力方面,尚有待加强,在面对大规模信息时,员工

的信息筛选和整合能力尤为重要,如果不具备有效的能力,就会

导致企业信息过量积累,导致决策失误或业务推进受阻。另一方

面,信息系统在实际运用中面临着管理层信息需求很难满足、报

表详细度不足、使用界面不够便捷等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与企

业对员工相关技能培训的缺乏以及系统自身的优化需求密切相

关。员工技能不足将导致系统应用不到位,进而使其效能无法得

到充分发挥。 

6 ZH基于财务共享的业财融合建议 

6.1提升人员水平 

ZH应注重相关人员业务能力的提升,特别要注重财务人员

的专业知识、业务人员的交流与协调以及专业技能等方面。企

业可以通过增进各部门间的协同沟通,使管理层对各部门状况

有更清晰的把握,从而降低个人能力不足或决策失误引起的经

营困境。ZH还可以采用业财人员轮岗制度,通过这种方式让财务

人员对业务部门有更全面的了解,同时,只有了解财务结算、数

据汇报等知识的业务人员才能更好地发挥业财融合的作用,便

于各司其责,保证业财融合质量。 

6.2加强信息化管理建设 

首先,企业应该将信息系统和标准化流程系统相结合,使财

务共享服务的作用能得到充分发挥,实现横向和纵向的深度融

合已成为首要任务,这直接影响到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其次,针

对硬件设施进行优化,企业需对操作系统进行改良,降低操作复

杂度,让企业信息使用者能更迅速、便捷地获得所需的业务数

据。此外,企业需建立一个资料齐全、规模适中的数据库,以便

为企业信息整合提供便捷高效的载体,这也是简化信息整合过

程的关键环节。 

7 结论 

随着我国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传统的财务模式已逐渐显

露出局限性,业财融合成为企业保持竞争优势的重要方式。ZH

在实施财务共享模式下的业财融合之后,公司的业务与财务的

联系更为紧密,资产负债率得到了稳定,对企业偿债能力发挥

着积极作用；随着企业的发展,其营业周期在不断增加,资本

的周转能力也逐渐减弱；业财融合的应用使得企业管理水平

逐渐提高,数据处理和整合能力也不断提升。但也有一些不足

之处,一是企业人员的专业能力要求较高,需要花费更多的时

间和精力去提升自己的素质；二是信息系统整理能力不足,无

法满足管理层的信息需求。对此,本文提到了相关的建议,强化

各部门之间的沟通合作,采用轮岗制度,为企业人员提升综合能

力打破业务财务壁垒,加强信息交换；调整硬件设施,建立完善

的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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