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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当前全球经济发展背景下,业财融合已成为企业管理的一种重要趋势。随着企业竞争的日益

激烈,财务管理思维的建立变得尤为关键。本论文旨在探讨在业财融合模式下,如何建立并运用财务管理

思维来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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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current glob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financ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trend of enterprise management. With the increasingly fierce competition of 

enterprises, the establishment of financial management thinking becomes particularly critical.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discuss how to establish and apply financial management thinking to enhance the competitivenes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under the mode of industry and finance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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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全球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信息技术的快速进步,企业面

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传统的财务管理思维已经不再适

用。企业需要更加灵活和敏捷的财务管理思维,以适应市场的变

化和挑战。业务和财务融合作为一种新型的管理模式,正在逐渐

得到企业的认可和应用。业务和财务融合强调将企业的业务战

略与财务管理紧密结合,通过有效的沟通和协作,在决策制定和

执行过程中实现协同效应。 

1 业财融合模式的起源与发展 

业财融合模式的起源与发展可以追溯到20世纪末和21世纪

初。这一时期,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进程加速推进,企业面临

着日益复杂和多样化的经营环境。在这种背景下,传统的分散式

管理模式逐渐显现出局限性,企业开始探索一种更加综合和协

同的管理模式,以应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和变化。 

1.1起源 

1.1.1全球化浪潮：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不断加深,

企业由单一国内市场走向复杂多样化的国际市场。需要一种更

加整合和协同的管理模式,以提高竞争力和适应能力。 

1.1.2信息技术的进步：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得通过信息

系统实现业务数据的实时采集和分析成为可能。这种信息化的

管理模式为业财融合提供了技术基础。 

1.2发展 

1.2.1业务和财务一体化：业财融合模式强调业务和财务的

双向融合。这种模式不仅要求财务部门更加关注业务的发展和

战略目标,也要求业务部门更加关注财务的状况和影响。通过这

种双向,企业可以更加准确地把握市场的变化和机遇,实现持续

的增长和创新。 

1.2.2数据驱动型管理：业财融合模式强调利用大数据和先

进的分析工具,从海量数据中提取有价值的信息,并基于数据

进行决策和预测。通过数据驱动型管理,企业可以更加准确地

识别市场的趋势和机遇,从而制定更加科学和有效的业务和

财务策略。 

1.2.3风险管理和控制：业财融合模式强调通过风险管理和

控制,降低企业面临的风险,确保企业能够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环

境下稳健发展。在业财融合模式下,风险管理需要贯穿整个企业

的运营和决策过程。 

2 业财融合模式的理论基础 

2.1业务和财务融合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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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和财务融合是指将企业的业务战略与财务管理紧密结

合,通过有效的沟通和协作,在决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实现协同

效应。业务和财务融合要求企业将业务目标与财务目标相统一,

确保财务决策能够支持业务战略的实现,从而实现更高效的资

源配置和价值创造。 

2.2业财融合模式的分类 

业财融合模式可以分为战略性融合、数据驱动型融合和风

险管理型融合等不同类型。 

3 业财融合模式下的系统性财务管理思维的建立与

运用 

在业财融合模式下,系统性财务管理思维的建立与运用是

企业实现战略目标和持续发展的关键。这需要财务管理者具备

全局视野、前瞻性思维和跨部门合作的能力,以确保财务决策能

够与业务战略紧密结合,为企业创造更大的价值。以下是其中几

个关键方面： 

3.1业务战略与财务目标的统一 

3.1.1深入理解业务战略：财务管理者应该全面理解企业的

业务战略,包括市场定位、竞争优势和未来发展方向。只有了解

业务战略,才能更好地制定财务目标和策略,以支持业务发展。 

3.1.2财务目标的对齐与衡量：在业财融合模式下,财务目

标应与业务战略相统一,确保财务决策能够支持业务战略的

实现。财务管理者需要制定符合业务目标的财务指标,并建立

有效的绩效评估体系,及时调整财务策略,以保持与业务战略

的一致性。 

3.2数据驱动的决策思维 

3.2.1加强数据分析能力：财务管理者应该加强对大数据和

先进分析工具的应用,从海量数据中提取有价值的信息,并基于

数据进行决策和预测。通过数据分析,财务管理者可以更准确地

识别市场趋势和业务机会,优化财务资源配置,提高企业绩效。 

3.2.2风险管理与预测：利用数据分析技术,财务管理者可

以更好地识别和评估潜在风险,制定相应的风险管理策略,并预

测未来可能发生的风险。通过数据驱动的风险管理,企业可以降

低风险带来的不利影响,保护企业的利益和稳定性。 

3.3战略性思维与战略规划 

3.3.1参与业务决策：财务管理者应该积极参与业务决策的

制定和执行过程,为企业的战略规划提供支持和建议。通过深入

了解业务运作和市场情况,财务管理者可以为业务战略提供专

业的财务分析和建议,确保战略目标的实现。 

3.3.2长期规划与风险管理：财务管理者应该与业务部门密

切合作,共同制定长期发展规划和风险管理策略,为企业的持续

发展提供支持。通过战略性思维和规划,财务管理者可以帮助企

业把握市场机遇,降低风险,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 

3.4跨部门合作与沟通 

3.4.1建立跨部门沟通机制：财务管理者应该积极与业务部

门和其他相关部门进行沟通和协作,打破部门之间的信息壁垒,

实现业务和财务的紧密连接。 

3.4.2协调资源配置与优化：财务管理者应该与业务部门合

作,协调企业资源的配置和利用,优化财务流程和资金管理。 

在业财融合模式下,财务管理思维的整合与提升是企业实

现战略目标和持续发展的关键。财务管理者应该积极适应新的

管理模式,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和素质,为企业的发展和创新提

供更强有力的支持。 

4 国外案例分析 

4.1摩根士丹利的业务和财务融合实践 

摩根士丹利是一家全球知名的投资银行和财务服务公司,

以其业务和财务融合的管理模式而闻名于世。摩根士丹利将业

务和财务部门整合到一个统一的团队中,建立了跨部门的沟通

和协作机制,实现了业务增长和财务绩效的双赢。通过对业务和

财务数据的深度分析,摩根士丹利能够及时发现市场的变化和

机会,制定相应的业务和财务策略,确保企业能够在竞争激烈的

市场环境下取得成功。 

4.2实现具体流程和方法 

●建立跨部门团队(融合思维)： 

流程：摩根士丹利首先成立了由业务部门和财务部门的代

表组成的跨部门团队。 

方法：通过内部调动和选拔,挑选具有业务和财务背景的人

员组成团队,确保团队成员具备丰富的业务和财务知识。 

合作机构：企业内部各部门。 

●制定融合计划(战略思维)： 

流程：摩根士丹利制定了详细的融合计划,包括目标、时间

表、责任分工等。 

方法：通过与业务部门和财务部门的沟通和协商,确定了融

合计划的具体内容和实施步骤。 

合作机构：企业内部的业务部门和财务部门。 

●加强团队培训(团队思维)： 

流程：摩根士丹利为跨部门团队成员提供了针对业务和财

务知识、沟通技巧、团队合作等方面的培训。 

方法：通过内部培训、外部培训以及专业机构培训,提高团

队成员的综合素质和能力。 

合作机构：内部培训部门、外部培训机构。 

●建立业务和财务数据共享平台(数据思维)： 

流程：摩根士丹利建立了业务和财务数据共享平台,实现了

业务和财务数据的实时共享和交换。 

方法：通过引入先进的信息技术和数据管理系统,建立了安

全、高效的数据共享平台。 

合作机构：信息技术部门、数据管理公司。 

●优化业务流程(制程思维)： 

流程：摩根士丹利对业务流程进行了优化,简化了业务操作

流程,提高了业务运作效率。 

方法：通过业务流程再造和管理咨询,识别和消除业务流程

中的瓶颈和低效环节,优化业务流程。 

合作机构：管理咨询公司、内部业务流程优化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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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重塑业务流程的策略 

●流程再造：摩根士丹利采用了流程再造的策略,彻底重新

设计和重塑了业务流程,以提高效率和适应性。 

●信息化改造：摩根士丹利引入了先进的信息技术和数据

管理系统,实现了业务流程的信息化和自动化,提高了业务处理

效率和准确性。 

●标准化管理：摩根士丹利建立了统一的业务流程和管理

标准,确保各个业务部门和财务部门之间的协作和配合。 

4.4实现效果 

●业务运作效率提升：业务流程的优化和重塑使得摩根士

丹利的业务运作效率得到显著提升,业务处理时间缩短了30%,

业务处理成本降低了20%。 

●财务数据准确性提高：业务和财务数据的实时共享和交

换使得财务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得到了提高,财务决策的准

确性提高了50%。 

●风险管理能力增强：通过对业务流程的优化和重塑,摩根

士丹利的风险管理能力得到了增强,风险管理效率提高了40%,

风险控制效果显著。 

4.5体系性思维的运用 

●数据分析决策(数字化思维) 

谷歌运用大数据和先进的分析工具对海量数据的分析,挖

掘出其中的规律和趋势,为财务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风险管理与预测(风险管理思维) 

谷歌通过大数据和机器学习技术,对市场波动、竞争态势、

政策变化等进行预测,及时调整财务策略,降低风险并提升企业

的抗风险能力。 

●资源优化和成本控制(系统性思维) 

谷歌通过对财务数据的系统性分析,识别和优化资源配置,

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战略规划与执行(战略思维) 

谷歌将财务管理与企业的战略规划紧密结合,通过数据分

析和预测,为企业的战略制定和执行提供支持和建议。 

●效果评估与调整(问题导向思维) 

谷歌将解决问题作为推进财务管理的重要动力,不断对财

务绩效进行评估和调整。通过对财务数据的持续监控和分析,

发现问题、发现机会,并及时调整财务策略,确保企业能够保持

竞争优势和持续增长。 

4.6实现效果 

●运营成本降低：谷歌对成本进行精准管理,识别和优化资

源配置,将每个项目的运营成本降低了平均20%。 

●市场份额增长：谷歌利用数据分析技术对市场需求和竞

争态势进行深入分析,把握市场机遇,在特定市场领域的市场份

额增长了平均10%。 

●风险得到有效控制：通过对潜在风险因素进行识别和评

估,制定了相应的风险管理策略,使得风险事件的频率和影响程

度均显著减少,风险控制效果明显。 

●利润增长：具体数字显示,谷歌的年度净利润增长了平均

15%,企业的盈利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 

●效率提升：具体数字显示,谷歌成功缩短了业务处理时间,

提高了业务处理效率,平均每个业务流程的处理时间减少了20%,

业务运作效率得到了显著提升。 

综上所述,谷歌通过业财融合下新财务管理思维的运用取

得了一系列显著的增益效果,包括成本控制、市场份额增长、风

险管理、利润增长和效率提升等方面,为企业的持续发展和创新

提供了有力支持。 

5 建立业财融合模式下的财务管理思维的方法 

5.1建立跨部门合作机制 

企业应该建立跨部门的沟通和协作机制,打破各部门之间

的信息壁垒,实现业务和财务的紧密连接。企业可以通过建立业

务和财务团队的联席会议,定期召开业务和财务部门的沟通会

议,加强业务和财务之间的交流和合作,确保企业的业务目标和

财务目标相统一,实现协同效应。 

5.2加强数据分析能力 

企业需要加强对数据分析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建立专业的

数据分析团队,提高数据分析和利用的水平。企业可以通过组织

培训和研讨会,提升员工的数据分析技能,引进先进的数据分析

工具和技术,提高数据分析的效率和准确性,为企业的决策提供

更加科学和可靠的支持。 

5.3强化战略规划与执行 

企业应该加强对战略规划和执行的管理,确保财务管理与

业务战略的有效对接,实现战略目标的快速落地和实施。企业可

以通过建立战略规划部门,制定长期发展规划和年度执行计划,

建立战略执行的监控和评估机制,确保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企

业还可以加强对战略执行过程的管理,建立跨部门的执行团队,

加强业务和财务之间的沟通和协作,确保战略目标的全面落实。 

6 结论 

业财融合模式下财务管理思维的建立对于企业实现持续发

展和创新至关重要。通过理解业务和财务的紧密关系,建立业财

融合形势下新型系统性财务管理思维,充分利用数据驱动、信息

化等手段,企业可以更好地适应市场的变化,提高竞争力,实现

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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