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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预算管理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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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上市公 司预算管理存在的

主要问题有：在制度建设及组织体 系

方 面，不 少上市公 司未能从组织安排、

时间进度、预算目标及奖惩机制等方

面 形成明确的规章制度；较多上市公

司未能建立层次 分明的预算组织体系，

财务部门 包 办一切预算事宜。在预算

编制与执行方 面，“预算不 准” 长期存

在，预算缺乏与企业战略的衔接，没有

落实公 司的战略目标及年度运作计划；

预算目标往往 与 资源 配置不 匹配，预

算目标偏于保守，内部各单位 大都留

有余地，使预算管理失去意义。在预算

分析 与 考核方 面 ，预 算分析多为走过

场，无法找出真正“病因”；“考核脱节”

时有发生，有的上市公 司并未将预算

工作纳入到考核体 系，未能和业绩评

价有机结合起来，没有真正追溯预 算

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笔者认为 ，解决上述问题可采取

以下措施：

1 、根据所处行业及公 司 实际情

况，建立健全公 司预算制度系统。具体

应 包括预算组织制度、指标体系、编制

程序与方法体系、监督 与调整制度、报

告制度及考评制度等。

2、设置层级明确、权责对等的预算

组织体系。设立预 算委员会管理所有预

算事宜，并对董事会负责；财务部门在

其领导下，负责组织和协调企业预算的

编制、审查、汇总及报告等具体工作，并

跟踪监督执行情况，分析差异及原因；

企业内部各职 能部门具体负责本部门业

务预算的编制、执行、分析及控制工作。

3、明确预算管理目标，建立战略

研 究机制。上市公 司董 事会应设置战

略研 究规划部门，由其组织内外部研

究力量，对企业未来的发展进行研 究，

确立 企业 长期 发展方向。企业管理层

应据此提 出年度运作计划，并使预 算

组织部门明确预 算目标，以 改 变企业

战略 、运作计划和预 算目标 长期处于

割 裂状态的现状。

4、 资源的配置应以预算目标为依

据。企业内部各预 算执行单位 获得资

源的多少取 决于董 事会认可的预算目

标，而一般情况下，快速发展的预算目

标应 与较多的资源 配置相匹 配。上市

公 司应 充分调动各单位的积极性和主

动性，改 变预算目标偏于保守的状况。

5、采用科学的分析方法，设计有

效的分析体 系。进行预算分析，一定要

对差异进行分解和细 化，从数据上挖

掘到差异的最底层，具体可采用比 较

分析法、比率分析法、连环替代法及敏

感性分析法等。与此同时，应从企业经

营 角度找寻产生差异的根源 ，这就要

求上市公 司不 仅要关注财务指 标 ，更

要重视非财务指 标。财务指标作为 经

营活 动的最终结果，只 能提供 已完成

行为的历 史信息，而 无法捕捉过程 中

的 变化；更重要的是，财务指标尽管易

于量化和理解，但会诱发管理层短期

经营行为的发生。而非财务指 标的结

合运用可在很 大程度上弥补财务指 标

的不足，通过对市场占有率、产品合格

率及顾客 满意度等非财务指标的分析，

不 仅可找出 当期预算执行差异出现的

原 因 ，还会对未来预 算管理工作的改

进起促进作用。

6、建立有效的预 算考核体 系，使

预算目标真正落到实处。为避免“实际

数和预算数 大相径庭”现 象的出现，保

证预 算工作的严 肃性 ，必须建立一套

有效的预 算管理考核体 系。根据 目标

激励 和分级 考核的原 则，上市公 司应

设立定性指 标 与 定量指 标 相结合、 财

务指 标 与非财务指 标相结合的考核体

系，并根据内部审计部门 出 具的预算

执行情况审计报告 ，定期对预 算执行

者进行考核。通过比 较衡量经营者的

业绩，并严格执行有关奖惩措施，使预

算管理起到应有的激励作用。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会计系）

责任 编辑  刘黎静

来稿撷萃浅析企业内部审计资源的整合

王慧霞  董丽英

1
、 内部审计制度模式的选择。

从主要职 能上分析，企业内部审

计是对企业经营者的经营活 动进行监

督，通过对内部控制 系统的检查，发现

其中存在的漏洞，以揭露企业自身存在

的潜在风险，使企业逐步形成一个自我

防范的机制。也就是说，内部审计只 有

独立于被监督者，才能获取客观公正的

审计证据以做出评价，从而真正履行监

督的职 能。所以内部审计应选择能够保

证其独立性的制度形式，具体应为监事

会下设审计委员会领导的模式。

2、 内部审计资源组织方式的整合。

一般 来讲，企业内部审计的 组 织

模式有集中管理型和分散管理型两种。

集中管理型，即总部垂直领 导型模 式，

凸现 了内部审计部门的权威性和独立

性。而 分散管理型，因机构设 置不 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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