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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以来，最突出的事件

莫过于“大智移云”信息技术在商业

领域的应用，其中一项重要成果就是

大量的企业建成财务共享服务中心，

并相应地形成了比较成熟的理论和

方法体系。我国行政事业单位尽管在

会计信息化方面也取得了长足的进

展，但相对企业而言，仍然存在着明

显甚至巨大的落差。对于行政事业单

位，财务共享服务中心不仅能够大幅

度地提高财务工作效率，便于财务信

息透明化，更重要的是，能够更好地

向财务信息用户或者利益相关者提

供他们所需要的信息，以支持他们的

战略和经营决策、管理控制和奖惩问

责。根据有关资料，我国行政事业单

位的数量超过百万，如果全部建立起

财务共享服务，其所带来的好处可以

说是不可估量。然而，如何构建行政

事业单位财务共享服务中心，既无理

论上的依据，又无实务上的标杆，一

切还在探索之中。《行政事业单位财

务共享论》（以下简称《共享论》）正

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版，恰逢其时地

呼应了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的关

切和诉求。

一、《共享论》的创新

《共享论》在借鉴企业财务共享

服务中心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创建了

行政事业单位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的

理论、方法和实务参照系。《共享论》

不乏创新之处，在下列四个方面尤其

突出。

（一）行政事业单位财务共享的战

略目标定位

在导论部分，作者重点探讨了行

政事业单位建设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的

紧迫性、必要性和可行性，并在此基

础上确定了行政事业单位财务共享

服务中心建设的四大战略目标及其作

用，规划了总体设计蓝图。通过对国

内外财务共享理论和实务的回顾，作

者发现在行政事业单位财务共享服务

中心的建设过程中，必须首先设立好

战略目标，这直接关系到财务共享服

务中心的模式、流程、组织、人员以及

系统等一系列问题。而作者创新性地

提出的四个阶段的战略目标（分别是

实现集中核算、实现业财融合、实现

行业集约化管理、实现全面共享和战

略决策支持），从业务内容、组织范围

和技术手段等维度逐步延伸和辐射，

具有较强的实践指导价值，也为我国

行政事业单位信息化发展的研究提供

了思路。

（二）行政事业单位财务共享的服

务模式构建

在模式构建部分，作者重点探讨

了行政事业单位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的

服务模式构建以及业务流程设计问

题，这是财务共享问题研究的核心。

企业在构建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的过程

中，形成了众多可供参考借鉴的模式

类型，而且不同模式类型所实现的战

略目标存在差别；但对于行政事业单

位而言，由于其业务活动类型与企业

存在巨大的差异，能否直接采用企业

的方法构建财务共享体系一直是实践

决策中的难点。《共享论》就服务模式

构建这一难点问题，创新性地分析了

服务模式构建时的影响因素，并按照

专著导论部分确定好的战略目标，按

阶段进行服务模式的构建与优化。在

这一过程中，《共享论》对实现核算共

享、与财政业务协同、实现行业共享、

提供战略决策服务四个阶段的业务流

程进行了设计规划，从而将财务共享

的理论与行政事业单位的业务紧密结

合在一起。

（三）行政事业单位财务共享中心

的机构人员配置

由于行政事业单位与财务共享服

务中心之间是一种委托代理记账关

系，因此《共享论》重点研究了在这种

关系下各自的权责利问题，这为组织

架构设计、机构岗位设置、人员安排

奠定了基础。此外，《共享论》就行政

事业单位财务共享服务中心内部以及

内部与外部的协同组织架构进行了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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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按照集中核算阶段、业财融合阶

段、行业集约化管理阶段、全面共享

和战略决策支持阶段进行了机构与岗

位设置，并就原单位财务人员的转型

方向、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的人员能力

要求、管理与考核要求进行了透彻的

分析和梳理。研究紧紧抓住行政事业

单位的业务内容和财务流程，解决了

行政事业单位在财务共享服务中心建

设中的现实难点问题。

（四）行政事业单位财务共享中心

的系统保障

考虑到在行政事业单位信息化建

设过程中，需要采用系统实现财务共

享中心的服务模式和业务流程，如何

设计系统整体框架和具体模块成为人

们关心的问题。《共享论》就行政事业

单位财务共享的系统模块框架和具体

功能进行了探讨，并从制度建设、知

识管理、风险管理、绩效管理、内部稽

核管理和保障体系等层面探讨财务共

享服务中心的运营保障措施问题。本

研究探讨的系统建设问题为促进行政

事业单位落实云共享系统提供了理论

支持，探讨的运营保障问题为行政事

业单位内部各部门配合完成财务共享

服务中心建设提供了依据。可以说，

《共享论》的系统保障论既能指导行政

事业单位信息化建设，又有利于拓宽

运营管理理论研究，着实解决了“大

智移云”时代行政事业单位的信息化

运营建设难题。

二、《共享论》的学术价值和

实践意义

（一）学术价值

首先，《共享论》填补了行政事业

单位财务共享领域的研究空白。目前

我国理论界关于政府会计的研究，多

集中于探讨新政府会计准则、会计制

度带来的影响、政府综合财务报告与

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之间

的关系等，政府会计信息化建设的研

究较少。《共享论》借鉴企业会计信息

化建设的相关理论，将财务共享理论

应用于政府会计的研究领域，解决了

政府会计信息化建设的诸多难题，并

增补了行政事业单位财务共享理论研

究成果，奠定了行政事业单位财务共

享研究的基础。

其次，《共享论》拓宽了会计信息

化理论的研究边界。随着“大智移云”

时代的到来，财务共享服务中心作为

会计集中核算的组织，极大地减少了

重复性会计核算工作量，提高了财务

工作的效率，因此理论界对于企业会

计信息化理论的研究一直是近年来的

热点，其中特别是对于企业财务共享

的研究更为丰硕。而目前较少有研究

行政事业单位财务共享中心模式、流

程、组织和系统等内容的，因此《共享

论》拓宽了研究边界。

再次，《共享论》丰富了管理会计

的研究内容。由于云共享技术推动了

会计人员由财务核算岗位向管理会计

岗位转型，在“大共享”时代，管理会

计如何发挥出其创造价值的重要作用

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共享论》

充分探讨了在“大智移云”背景下如

何综合使用管理会计工具、如何将财

务共享服务中心的建设与行政事业单

位预算管理、资金管理、政府采购等

业务紧密结合，并研究了管理会计在

“大共享”时代的职能，从而丰富了管

理会计的研究内容。

（二）实践意义

首先，《共享论》为指导我国各省

行政事业单位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的建

设提供了一套完整的思路。目前我国

的行政事业单位只有建设省属会计集

中核算组织的经验，虽然安徽省合肥

市曾尝试搭建市级预算单位财务集中

管理平台，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遇到

了较大的困难，苦于缺乏一定的理论

指导。而《共享论》的出版，有助于我

国广大行政事业单位在新政府会计准

则改革攻坚阶段，借鉴企业财务共享

服务中心的建设经验，把握好准则改

革和信息化建设中的核心要素，从战

略目标、服务模式、业务流程、组织人

员、系统运营等方面解决建设难题，

从而更好地推动我国行政事业单位信

息化发展步伐。

其次，《共享论》为财政部门实现

覆盖全国“省—— 市—— 县”三级财

务信息共享提供了实践指导。《共享

论》指出，应当按照战略目标分阶段

构建我国行政事业单位财务共享服务

中心，其中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建

设主要在省级层面开展，第三阶段的

建设辐射至各省属行政事业单位，而

第四阶段的建设深入至市级和县级、

市属和县属行政事业单位，从而形成

了“省—— 市—— 县”三级的垂直共享

组织架构。在行政事业单位的具体实

践中，财政部门可以率先在我国一二

线省份进行试点，形成全省范围内的

财务信息共享，进而将这一共享模式

推广至全国，最终形成从中央到各省、

市、县的财务共享体系。

值得强调的是，《共享论》还提供

了增量研究的价值，为后续相关理论

和实务的深入研究和拓展奠定了基

础。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很多行政事

业单位的会计还是“记账、算账、报账”

的传统财务会计，因此，我国行政事

业单位的财务工作、财务人员必须转

型，转向融合信息技术、业务活动和

管理会计。将《共享论》提供的理论和

框架与特定行政事业单位的具体情况

结合起来，以财务共享服务推动财务

工作拓展到预算管理、成本管控、绩

效评价、资产管理乃至奖惩问责等各

个领域。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经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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