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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就某省企业管理会计应用情

况进行问卷调查，并在调查分析的基

础上总结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会

计应用现状、存在问题，进而尝试研

究探讨管理会计在我国的发展。

一、调查问卷设计与分析

（一）研究的问题及问卷设计

本次调查研究的问题主要有三

个 ：一是分析管理会计在企业中的应

用现状 ；二是分析管理会计在企业实

际经营管理活动中应用受到限制的原

因 ；三是分析提出合理的改进建议。

问卷内容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 ：成本

习性的划分和应用 ；短期经营决策和

长期投资决策 ；全面预算的编制 ；责

任会计的建立和执行。

（二）调查情况说明

本次调查发出问卷 164 份，收回

117 份，其中有效问卷 80 份。

在有效问卷中，按单位性质分，

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外资企业和其

他性质企业分别占比为 61.25%、25%、

10% 和 3.75%。按 企 业 规 模 分，大 中

型 企 业 占 比 56.25%，小 型 企 业 占 比

43.75%。按所属行业分，涵盖了制造

业、建筑业、农业、旅游业、餐饮业等。

（三）调查结果分析

1. 本、量、利分析。本、量、利分

析是管理会计最基础的理论知识，如

果该理论的应用都受到了限制，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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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会计的其他理论知识在企业中

的应用必然受到限制。调查显示，有

65% 的企业定期测算了保本点、保本

额，但还有 35% 的企业没有定期测算

保本点、保本额，这个比例是不理想

的，说明有些企业还没有应用管理会

计。按 照 理 论，在 公 式 px-(a+bx)=P

（ 单 价 为 p，销 售 量 为 x，固 定 成 本

为 a，变动成本为 b，营业利润为 P）

中，当 b>p/2 时，各因素对利润的敏

感 程 度 次 序 为 p>b>x>a，当 b<p/2

时，各因素对利润的敏感程度次序

为 p>x>b>a，理 论 上 单 价 应 该 是 最

灵敏和最受重视的，但调查结果却是

b>x>p>a。笔者认为出现这种现象是

因为在现实的经济条件下，短期价格

一般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企业想通

过改变产品价格来增加企业的利润是

不现实的。至于变动成本和产销量，

企业可以在这些方面做些改变，增加

产品销售量，从而降低产品成本，提

高企业利润。固定成本有一部分是约

束性成本，是维持企业生产能力、盈

利能力和长远目标的必要成本，允许

改变的范围不大，所以仅有 10% 的企

业在作决策时重视固定成本。对于测

算保本点通常采用的方法，调查显示

43.75% 的企业选择了综合毛益率法，

36.25% 的企业选择了主要品种法，这

是比较合理的，因为综合毛益率法比

较科学、准确，而主要品种法简单、

易于应用。

2. 短期经营决策与长期投资决策

应用的分析。被调查企业中，55% 的

企业关注相关成本，42.5% 的企业关

注机会成本，35% 的企业关注付现成

本，这些都是决策时必须考虑的因素，

但只有 25% 的企业考虑了增量成本。

实际上，增量成本对于做决策是非常

重要的。另外还有 8.75% 的企业关注

沉没成本，而沉没成本与决策无关。

从此组数据可以看出，企业的财务人

员不清楚这些成本的涵义，也不清楚

哪些成本与决策有关，哪些成本与决

策无关。在产品定价策略上，56.25%

的企业采用了成本加成法，40% 的企

业采用了竞争导向法，其他方法的采

用都普遍较少，这方面比较正常，因

为这两种方法既科学又比较适用。在

长期投资决策的动态指标中，动态回

收期法、净现值法、内含报酬率法选

择较多，选择使用净现值率法和现值

指数法仅有 6.25% 和 16.25%，选择比

例有些偏低，而实际上这两种方法是

比较科学和简单实用的。

3. 经营计划（预算）编制与运用

的分析。对于预算制度的完善情况，

只有 30% 的企业有措施，62.5% 的企

业正在逐步完善，还有 7.5% 的企业没

有相应措施。对于经营计划的试编过

程，一般理论上应该先由最熟悉自身

情况的基层领导编制自己或分公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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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计划，再逐级呈报审批，最后由

最高层根据企业的战略修改审批。结

果显示，56.25% 的企业选择了逐级呈

报审批，26.25% 的企业选择了最高层

直接编制，预算编制程序尚待改善。

4. 成本核算与费用管理的应用分

析。责任会计要求适当分权管理，因

为基层领导最了解具体情况，他们参

与管理更符合客观实际也更及时有

效，而且有利于提高基层工作人员的

积极性，减轻高层领导的工作负担。

但调查显示只有 21.25% 的企业采用

了分类授权，66.25% 的企业采用了统

一管理制度，可见大多数企业没有认

识到责任会计的重要性，没有加强责

任会计的执行。建立资金中心的主要

目的是使企业内部资金能够集中使

用，从而创造更大的资金使用效益。

但是 21.25% 的被调查企业没有建立

资金中心，笔者分析这主要是中小企

业。对费用的分配情况应具体情况具

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要结合企业

的实际情况来选择最适合本企业的方

法。费用按年下达，期间比较长，数

额可能不太准确，但是却比较简单 ；

而按月下达分配和管理都比较细化和

严格，有 38.75% 的企业选择了按月下

达，说明企业对资金的管理比较精细，

对费用的管理比较严格。责任会计是

企业为了强化内部经营责任而实施

的一种内部控制制度，是把会计资料

同各级有关责任单位紧密联系起来的

信息控制系统。这种科学的技术方法

只有 35% 的被调查企业建立和应用，

43.75% 的企业尚未建立，说明费用管

理和责任会计制度都有待加强。

5. 资金管理的应用分析。企业内

部资金有偿使用有利于划清各个部门

或责任中心的责任，从而准确进行业

绩考核和评价。但调查显示还有 15%

的企业的内部资金是无偿使用的。就

现金的收支计划编制方法而言，除了

27.5% 的企业形式不确定外，有 45%

和 27.5% 的企业分别采用定期编制先

进计划和滚动编制先进计划这两种方

法。前者计划执行起来比较方便，但

是对于所有的会计期间来说不具有连

续性。后者在编制和执行方面都不容

易，但是对于整个会计期间的资金使

用情况有一个连续的反映。从目前的

调查结果来看，多数企业的资金管理

还不尽如人意。

6. 业绩考核应用的评价。有 87.5%

的企业建立了业绩考核制度，但只有

50% 的企业全面实施了考核制度，有

37.5% 的企业有考核制度却不能严格

执行，这样不仅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还可能浪费人力物力。对于企业的考

核方式，57.5% 的企业选择了定量与

定性相结合的方法，还是比较理想的，

因为定量和定性分析各有利弊，定量

分析虽然比较准确，但是成本比较高，

对于一些不重要的指标进行定量分析

不符合成本效益原则，定性分析虽然

比较简单，但是不够准确，所以将两

者结合起来，就能扬长避短。

7. 限制管理会计推广应用分析。

调查显示，大部分企业的财务人员认

为限制管理会计推广应用的原因主要

是管理体制不健全、重视不够、会计

人员素质低和理论与实际脱节，另外

传统思想的束缚、企业规模小和成本

大于效益也起到了一定抑制作用，从

这个调查也可以看出一部分财务负责

人对管理会计的应用现状不满意。

二、结论与建议

（一）管理会计实际应用现状的基

本结论

1. 应用不广泛。管理会计仅在经

济发达地区、上市公司、内地的大企

业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应用。在国有企

业和外资企业中的应用比私有企业要

普遍，在制造业和建筑业中的应用比

在服务业中应用要广泛。

2. 应用不深入。管理会计的部分

理论与方法在工商企业的经营管理中

得到初步应用，但还有许多有助于加

强企业内部管理、提高微观经济效益

的管理会计内容并未进入实质性的应

用阶段，没能在现代企业的内部管理

中发挥作用。比如成本习性划分的比

例比较高，但是建立和执行预算制度、

责任会计的比例却比较低。

3. 应用不协调。部分管理会计内

容尽管在实际工作中得到了初步应

用，但它们基本上处于零星分散状

态，尚未形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管理

会计信息系统。比如预算制度已经比

较完善，但是企业责任会计和业绩考

核制度的建立情况却不完善，或者是

建立了却不能严格执行。

（二）进一步推进管理会计在我国

企业中应用的建议

1. 改变传统观念，培养企业领导

人管理会计意识。建议政府有关部门

在组织企业领导人培训、经济师、会

计师等职称考试中适当增加管理会计

方面的知识。

2. 进一步加强管理会计教育，提

高会计人员素质。重视管理会计学

科的高等教育，改革现有的管理会计

教材，解决成本会计、管理会计、财

务管理内容重复的问题，引进案例教

学方法，增强所学模型的实用性。在

会计人员的继续教育和职称考试中

适当增加管理会计内容，推动管理会

计人员的培育。

3. 加强典型案例研究，走理论与

实务紧密结合之路。总结我国企业开

展管理会计的典型案例，形成具有中

国特色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成

果，以适应企业转型升级。
（作者单位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

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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