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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全球经济环境日益复杂的背景下,国有企业面临着战略目标与预算管理之间的协调挑战。预

算管理不仅是企业资源配置的重要工具,也是实现战略目标的有效手段。鉴于国有企业在国家经济中举

足轻重的地位,探索如何通过预算管理支持其战略目标显得尤为重要。本文的主要目标是探讨预算管理

如何有效支撑国企的战略目标实现,分析当前国企战略目标的构成要素,并提出相应的改进措施。重点关

注预算编制、执行和控制环节,旨在揭示其与战略目标之间的关联性,确保资源的高效利用和战略的有效

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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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increasingly complex global economic environment, state-owned enterprises face the 

challenge of coordinating strategic goals and budget management. Budget management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tool for enterprise resource allocation, but also an effective means to achieve strategic goals. Given the pivotal 

position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 the national economy, 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explore how to 

support their strategic goals through budget management.The main objective of this article is to explore how 

budget management effectively supports the achievement of strategic goals i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alyze 

the constituent elements of current strategic goals i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propose corresponding 

improvement measures. Focus on budget preparation, execution, and control processes, aiming to reveal their 

correlation with strategic objectives, ensure efficient utilization of resources, and effectively implement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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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当前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中,国有企业(国企)面临着日

益严峻的竞争和挑战。为了实现长期战略目标,国企必须有效管

理和优化预算。预算管理不仅是财务控制的工具,更是推动企业

战略实施的重要手段。通过科学合理的预算编制、执行和调整,

国企可以确保资源的有效配置,提升运营效率,为战略目标的达

成提供有力支持。 

预算管理的灵活性与适应性,使得国企能够及时应对市场

变化,调整资源分配,以实现对内外部环境的快速响应。同时,

数据驱动的决策支持系统可以帮助企业监控预算执行情况,识

别潜在风险,进而优化战略规划。 

1 预算管理的目标与原则   

预算管理的目标在于合理配置资源、提升资金使用效率、

控制成本和风险、激励部门和员工的积极性以及实现企业的战

略目标。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企业需要遵循以下原则：全面性、

协调性、灵活性。首先,全面性原则要求企业在进行预算编制时

应考虑所有与企业运营相关的因素,包括收入、支出、利润和资

金流动等。预算管理不仅限于财务部门,而是需要各个部门的参

与和协作。通过全面的预算管理,企业可以全面了解自身的财务

状况,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从而提高整体运营效率。其次,协调

性原则强调各部门之间的协作与配合。不同部门之间的预算编

制应该相互衔接,确保企业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只有通

过各部门的协调配合,企业才能实现预算管理的整体目标。另外,

协调性原则还要求预算与企业的战略目标相一致,以确保企业

在实现短期财务目标的同时,不偏离长期发展方向。灵活性原则

则要求预算管理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和适应性。企业在运行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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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可能会遇到各种不可预见的变化和挑战。因此,预算管理需

要具备一定的调整和修正机制,以适应外部环境和内部情况的

变化。 

2 预算管理在国企中的重要性  

首先,预算管理作为一种系统的管理工具,可以帮助企业高

效地配置资源,确保各项业务活动的顺利进行。通过科学合理的

预算编制和执行,国企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资源浪费,提升资源

利用效率。此外,预算管理还能为企业提供财务预警机制,当实

际财务数据偏离预算目标时,管理层能够及时发现问题并采取

纠正措施,确保企业经营活动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其次,预算

管理在国企中还有助于提升内部控制水平和防范财务风险。在

预算编制过程中,国企需要对各项业务活动进行详细的规划和

预测,这不仅有助于明确各部门的责任和目标,还能促使各部门

之间加强协作。通过严格的预算执行和监控,企业能够及时发现

和纠正财务管理中的漏洞和风险,增强企业的抗风险能力和财

务健康水平。此外,预算管理对国企的长期战略规划具有重要意

义。通过预算编制,企业能够将长期战略目标具体化为年度预算

计划,从而使战略目标的实现具有可操作性和可衡量性。预算管

理还为企业提供了一个系统的绩效评估工具,通过对预算执行

情况的分析和评价,企业可以及时调整战略和经营策略,确保企

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竞争力。 

3 国企战略目标的构成要素 

国有企业的战略目标通常由多个关键要素构成,包括企业

的使命与愿景、市场定位、核心竞争力、利益相关者关系、财

务目标、创新与发展以及社会责任与可持续发展等。这些要素

共同构成了企业的框架,帮助国企在瞬息万变的市场环境中保

持竞争优势。 

第一,企业的使命与愿景是战略目标的基石。使命定义了企

业的存在目的,回答了“我们为何存在？”这一根本性的问题。

国有企业往往承担着服务社会、促进经济发展的责任,因此其使

命通常与国家利益、社会福祉密切相关。愿景则描绘了企业的

未来蓝图,展示了企业希望在未来达到的状态。通过明确的使

命和愿景,国有企业能够凝聚内部员工的共同目标,提升团队

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使全体员工在追求共同目标的过程中形成

合力。 

第二,市场定位是国有企业制定战略目标的重要环节。企业

需要清晰地识别其目标市场和客户群体,以及在市场中的竞争

优势。国有企业往往在某些行业中占据垄断或主导地位,这种市

场地位为其战略制定提供了独特的优势。然而,随着市场竞争的

加剧和市场环境的变化,国有企业需要不断评估自身的市场定

位,及时调整战略,以适应新的竞争格局。例如,在新兴产业快速

发展的背景下,国有企业应当注重对市场需求的洞察,灵活应对

市场变化,积极拓展新的业务领域,提升市场份额。 

第三,核心竞争力是国有企业在市场中生存和发展的关键

因素。核心竞争力通常包括技术创新、品牌影响力、资源整合

能力和管理水平等。国有企业可以依靠国家的资源优势和政策

支持,在技术研发和创新方面投入更多的资源,提升自身的核心

竞争力。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国有企业还应注重国际市场的开拓,

通过并购、合作等方式提升自身的全球竞争力。同时,良好的管

理水平和高效的运营模式也是提升核心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国

有企业需要不断优化内部管理,提升运营效率,以应对日益激烈

的市场竞争。 

第四,利益相关者关系管理是国有企业战略目标的重要组

成部分。国有企业的利益相关者不仅包括股东、客户、员工,

还有政府、社区和社会公众等。国有企业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

时,也需要关注各方利益的平衡,积极与利益相关者进行沟通与

合作,建立良好的关系。例如,国有企业可以通过开展社会公益

活动、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等方式,提升企业的社会形象,增强社

会责任感。同时,良好的利益相关者关系也能为企业带来更多的

支持与合作,助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第五,财务目标是衡量企业业绩的重要指标。国有企业在制

定战略目标时,必须考虑到经济效益与财务可持续性。企业需要

制定明确的财务目标,包括收入增长、成本控制、利润水平等,

这些目标不仅是企业内部管理的依据,也为外部利益相关者提

供了参考。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国有企业还应关注财务风

险的防范,建立健全的风险管理体系,以确保企业的长期稳定

发展。 

第六,创新与发展是国有企业保持竞争优势的关键所在。在

科技日新月异、市场瞬息万变的今天,创新已经成为企业发展的

核心驱动力。国有企业应当积极投入研发,鼓励技术创新和产品

创新,以满足市场不断变化的需求。此外,企业还可以通过与高

校、科研机构的合作,推动技术转移与应用,提升自身的创新能

力。与此同时,国有企业也应关注管理创新,通过优化管理流程、

提升服务质量等方式,增强企业的竞争力。 

第七,社会责任与可持续发展是国有企业战略目标的重要

组成部分。作为国有企业,其发展不仅仅是为了追求经济利益,

更要承担社会责任,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国有企业应积极参

与社会公益活动,关注环境保护和资源利用,推动绿色发展。在

制定战略时,企业需要将社会责任融入决策过程,通过可持续的

经营模式,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双赢。这不仅有助于提升

企业的社会形象,也能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4 预算管理对国企战略目标支持的机制   

4.1预算编制与战略目标的对接 

预算编制为国企的战略目标提供了明确的财务基础。国企

在制定战略目标时,通常会考虑市场环境、政策导向和资源状况

等多方面因素。预算编制需要将这些战略目标具体化,转化为可

量化的财务指标。这意味着,国企在编制预算时,需明确各项战

略目标所需的资金、资源与时间安排,确保各部门和各项目的预

算与整体战略方向一致。例如,如果国企的战略目标是扩大市场

份额,那么相应的预算就应为市场推广、研发投入和人力资源等

项目分配相应资金,以支持该目标的实现。 

预算编制过程中的参与性和透明性也是连接战略目标与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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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执行的重要因素。国企在进行预算编制时,应鼓励各级管理者

和员工参与,通过上下沟通,确保预算能够真实反映各个业务单

元的需求与目标。这种参与感不仅提高员工的积极性和责任感,

还能确保预算与企业的战略目标相结合,避免资源浪费和错配。

透明的预算编制过程,有助于各部门理解整体战略目标,从而在

具体操作中更好地对齐各自的目标与公司的大方向。 

预算编制与战略目标的对接需要建立有效的绩效评估机

制。在预算执行过程中,企业应定期评估各项目的进展情况与预

算执行效果,确保其与战略目标的一致性。引入关键绩效指标

(KPI)可以帮助国企及时识别偏差,进行必要的调整。通过定期

的绩效评估,企业能够了解战略目标的达成情况,调整预算分配,

以响应市场变化和内部需求。例如,如果某一新产品的市场反馈

不如预期,企业可以迅速调整资源配置,减少对该产品的投入,

转而支持其他更具潜力的战略项目。 

国有企业的预算编制与战略目标的对接是一个系统性、动

态化的过程。通过将预算编制与战略目标有效结合,国企不仅能

够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还能提升整体运营效率,为企业的长期

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面对日益复杂的市场环境,国企需要

不断优化预算管理流程,增强灵活性与适应性,以确保战略目标

能够在实际操作中得到有效落实。 

4.2预算执行与战略目标的反馈 

预算执行过程中的数据收集与分析是反馈机制的基础。国

企在预算执行时,需定期收集各项财务和运营数据,包括收入、

成本、利润、市场份额等关键指标。这些数据不仅反映了预算

执行的实际情况,还为评估战略目标的达成提供了依据。通过对

数据的分析,管理层能够识别哪些战略目标得以实现,哪些则存

在偏差。例如,如果某个新产品的市场销售未达到预期,企业可

以通过数据分析找出原因,或是市场需求不足,或是产品推广力

度不够,进而采取针对性措施进行调整。 

建立定期的评估机制是实现有效反馈的重要手段。国企可

以设定季度或年度的预算执行评估会议,汇集各部门的预算执

行情况,分析与战略目标的匹配度。在这些会议上,各部门能够

就预算执行过程中遇到的挑战进行讨论,并提出改进建议。这种

跨部门的沟通与协作,有助于形成合力,确保各项战略目标能够

得到有效落实。同时,通过反馈会议,企业管理层也能及时了解

各部门的需求和困难,从而在资源配置上做出灵活调整,以更好

地支撑战略目标的实现。 

预算执行反馈机制还需要与绩效考核相结合。国企在实施

预算执行的同时,应将预算执行情况与员工和管理者的绩效考

核挂钩。通过将预算执行结果纳入考核体系,能够激励各部门和

员工更加重视预算管理,提高执行效率。例如,如果某部门的预

算执行情况良好,且与战略目标高度一致,可以给予该部门一定

的奖励或资源支持；反之,则需对未达标的部门进行问责和整

改。这种机制不仅增强了各部门对预算执行的责任感,也促进了

战略目标的实现。 

4.3预算调整与战略目标的灵活应对   

国企应构建动态预算管理体系,超越传统静态年度预算局

限,提升市场敏感性。采用滚动预算法,根据经营实况与市场变

动灵活调整预算。调整依托大数据分析,借助信息化工具监控财

务与市场动态,精准识别执行偏差。例如,销售额骤降时,即调减

生产预算,重配资源至热销产品。数据驱动决策增强科学性,加

速战略响应,提升企业灵活性与竞争力。 

5 结束语 

总而言之,对于当前市场经济背景下的国有企业而言,面临

着巨大的发展机遇,但是同时也存在着来自各个方面的挑战。结

合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特点,在经济管理中,实行财务预算管

理,是十分必要的,不仅能够提升企业的整体实力,还可以有

效防范企业风险,促进企业的持续健康发展,需要相关管理人

员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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