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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操之在我

“操之在我”不仅代表采取主动，

还代表财务主管必须对自己负责。要理

智地进行管理而不要感情用事；要有

能力也有责任创造有利的外在环境。财

务主管必须明白“选择的自由”，懂得“ 操

之在我”，才能合理扩大影响力。“操之

在我”并非强出头，也并非无视他人的

反应，而是反应更敏锐、更理智、更切

乎实际，更清楚问题的症结所在。

二、确立目标

确立目标意味着在做各项工作之

前，先要认清方向。这样可以对目前的

状况了解得更透彻，在追求目标的过程

中，不至于误入歧途、白费工夫。许多

组织的成员并不认同组织的目标，存在

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背道而驰的情况，

不少组织的薪酬制度与其标榜的理想

也并不相符。因此，财务主管在确定组

织的财务目标时，一定要调查有多少人

参与制定，又有多少人知道它的存在并

且认同与奉行。惟有参与，才有认同，

才有效率，这个原则值得一再强调。

三、掌握关键

如何分辨轻重缓急与培养组织能

力，是财务主管开展管理工作的关键。

一般来说，财务主管应掌握以下关键

原则并身体力行：

（一）一致。财务主管的理想与使

命、角色与目标、工作重点与计划、欲

望与自制之间应和谐一致。

（二）平衡。财务主管所采用的管

理方法应有助于组织和个人生活的平

衡发展。

（三）有重心。重要的事需事先制

订计划，安排行程，优先处理。

（四）重人性。传统财务管理认为

财务主管管理的主要内容是资金，即筹

资、投资、收益分配等，是一些事务性

的活动，而不是人。笔者认为财务主管

管理的重点在人，财务主管应更重视财

务关系的得失，必要时可需要牺牲一些

资金，以理顺人的因素，改善理财环境。

（五）能变通。财务主管在坚持原则

的同时应根据具体情况灵活处理；不可

一成不变，须视个人风格与需要而调整。

（六）携带方便。财务主管所使用

的原理工具必须便于携带，随时可供参

考使用。

四、谋求双赢

即要保持利人利己的观念，实现

两全其美、皆大欢喜。搞单边主义或

零和博弈是不会长久的。双赢原则的

基本要点是：

（一）品格。财务主管要诚信、成

熟、豁达，这是其力量所在。

（二）关 系。建 立 互利的人际 关

系，彼此将更加信赖。

（三 ）协议。在 互利共识的基 础

上，运用协议进行管理。财务主管用

信任式管理代替猜忌式管理可以大大

提高管理效率。由员工自己品评得失，

更能激发自尊。

（四）制度。恰当的财务、奖惩制

度是非常重要的。错误的制度使好人

变坏，完善的制度可以使属下成为向

心力强、竞争力高的团队。

（五）过程。不断优化管理流程也

是实现双赢原则的一个重要环节。

五、加强沟通

交流看似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其实

不然。说话、写信不难，然而听懂别人说

话，尤其是从对方的立场去聆听，实非易

事。财务主管在复杂的利益关系中放弃成

见，为彼此的利益而合作的秘诀就在于加

强沟通管理，善于了解别人与表达自己。

六、集思广益

这是前五项修练的整体表现与真

正考验。惟有兼具人类优秀的天赋、

利人利己的动机及设身处地的沟通技

巧，才能达到集思广益的最高境界。

集思广益不但可以创造财务奇迹，开

辟前所未有的理财空间，还能激发人

的最大潜能，取长补短、创新整合、化

解负面阻力，在僵持不下中寻求突破。

财务主管集思广益应具备的基本心态

是：如果一 位很聪明的员工跟自己意

见不同，那么他的主张肯定有自己尚

未体会的奥妙，值得加以研究利用。

七、均衡发展

财务主管最高明的管理策略莫过

于待人处事的周全、身心的健康和组

织的均衡成长。组织的体质就是财务

状况：组织的心智涉及人力资源的开

发、培养和运用：待人处事涉及财务

公关和员工利益；组织的精神反映目

标宗旨和原则。组织是否均衡发展与

这些方面都有关系。财务主管如果表

面上把理想挂在嘴边，骨子里却惟利

是图，组织就很难和谐发展。当然，

重视公关，但忽略财务管理，不讲财

务效益，或者重视财务、服务和人际

关系，却不在意人才的发掘与培养，

都不利于组织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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