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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调研概况

数字经济正在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

重要驱动力。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

下，全面提升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将数

字经济视作新的经济增长点，正成为越

来越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选择。加

强会计基础设施建设，包括会计准则和

制度体系建设、会计人才队伍建设和会

计监管体系建设，使“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的会计信息实现互联互通，降低贸易

和资本流动过程中的交易成本，能够为

“一带一路”合作提供重要的支撑。而在

会计及其相关领域快速推进的数字化，

是数字丝路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无疑

可以大大增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企

业内部、企业与利益相关者之间会计信

息的互联互通，夯实会计基础设施，促

进“一带一路”合作。

本次调研由上海国家会计学院“‘一

带一路’会计研究中心”发起并完成，上

海国家会计学院、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

（ACCA）等机构共同参与，旨在从财务

信息化、税制改革应对和财务人员数字

化能力三个方面探讨“数字联通‘一带

一路’”的路径和方法，促进“一带一路”

数字联通的广度、深度和质量。调研问

卷由课题研究团队联合设计，包括财务

信息化、税制改革和财务人员数字化能

力三大部分，面向上海国家会计学院的

“一带一路”倡议下“走出去”

企业财务信息化建设与应用研究

全国会计领军学员和EMPAcc（高级会

计专业硕士）学员、ACCA中国区会员和

合作伙伴、某财务软件公司客户企业有

针对性地发放和跟进。问卷集中调查时

间为2018年4月4日至28日，共计收回

有效问卷257份，后续还进行了访谈，整

体调查时间截止到2019年8月。

二、受访对象及其在“一带一路”

开展业务的情况

（一）受访人员基本情况

1.受访人员管理层级。本次调研的

受访人员中，中高层管理者占比超过

70%，管理层级较高。其中，中层管理者

居多，占比45.14%，主要包括财务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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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运营经理、财务信息化经理、审计

部长和项目经理等；高层管理者次之，

占比26.07%，主要包括股东、总裁、合

伙人、执行董事、专职监事、总经理、财

务总监和总会计师等；基层业务人员占

比（22.96%）和高层管理者相仿，主要包

括财务岗位、会计岗位、审计岗位、信息

化岗位和投资岗位等；技术专家也占一

定比重（5.84%），主要包括实施顾问、咨

询专家和法律顾问等。

2.受访人员对财务信息化工作的熟

悉程度。本次调研的受访人员中，熟悉

财务信息化工作的比例高达85%以上。

可见，受访人员对于问卷调研中财务信

息化部分的调研题目熟悉程度高，其选

项和观点可靠性强。

（二）受访企业基本情况

1.受访企业所属国家。受访企业中，

中资企业占比90%，涵盖内地和香港企

业；外资企业占比10%，主要来自美国、

欧洲（德国、法国、英国、芬兰）、东南亚

（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南亚（印度、斯

里兰卡）、中亚（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

斯坦、土库曼斯坦）、非洲（刚果）和俄

罗斯等国家和地区。

2.受访企业所属行业。受访企业

来自15个行业，位居前五位的是金融

服务、工业制造、工程及施工、能源（包

括石油与天然气）和科学技术，分别占

比 25.29%、18.29%、13.62%、10.89% 和

7.39%。其他行业占比也较高（16.34%），

主要涉及通信行业、软件行业、咨询服务

行业、投资运营行业、新闻媒体行业等。

3.受访企业的规模分布。受访企业

的年度营收规模呈现两头高中间低的V

形，1亿美元或以下的企业居多，占比

30.35%。受访企业的人员规模亦呈现V

形，5 000人以上的企业和500人以下的

企业分别位居第一和第二。

（三）受访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的业务开展情况

1.业务开展状态。受访企业中，超

过60%的企业已在“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开展业务，另有20%的企业已准备在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业务。可见，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空

间广阔，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

展业务的意向明朗。

2.已开展业务企业的机构数量。已

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业务的企

业中，超过70%的企业设有10家以内的

分支机构，约有15%的企业设有11 ～

50家分支机构，也有少量企业设有50家

以上分支机构，还有6%的企业未设分

支机构。可见，尽管在“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开展业务的企业较多，占比较大，

但多数企业尚处于业务开展的初期探索

阶段。

3.已开展业务企业的机构分布。已

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业务的企

业中，超过75%的企业在东南亚地区设

有分支机构，其次是俄罗斯（37.82%），

中亚地区、南亚地区、中东地区和中东

欧地区基本持平（占比20%～ 30%），非

洲低于20%。可见，东南亚地区仍是受

访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

开展业务的重点区域。

4.已开展业务企业的投资领域。对

于已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业务

的156家企业，第一层级的投资领域是

基础设施建设，占比37.18% ；第二层级

的投资领域是投资建厂、拓展海外市场、

工业制造、金融服务和海外并购，占比

15%～ 20%；第三层级的投资领域是专

业服务、电子商务、大宗物资贸易和仓

储物流，占比10%左右。其中，专业服

务涉及会计、审计、税务、法律等专业领

域。其他领域包括教育、医疗、计算机技

术、能源、旅游住宿、政府合作项目等，

占比约10%。可见，目前阶段，基础设施

建设仍为受访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的重点投资领域。

5.已开展业务企业的投资方式。已

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业务的企

业中，近70%的企业通过“在海外当地

开设分支机构”进行投资，约35%的企

业通过“在海外当地接手项目”进行投

资，约30%的企业通过“收购海外当地

企业”进行投资，约10%的企业通过

“购买海外当地新业务”进行投资，还有

10%的企业通过承担海外业务、派驻工

作人员、开展国际贸易等方式，与“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企业和机构开展合

作。可见，在海外当地开设分支机构是

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主

要方式。

三、受访企业财务信息化建设

现状

（一）海外当地财务信息化模块应用

情况

已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业

务的156家企业，在海外当地广泛采用

财务核算和财务报表两个财务会计模

块（分别占比88%和77%），较多采用资

金管理、差旅费用管理、预算管理、成

本管理和内部报表管理等管理控制模

块（占比为35% ～ 55%），较少采用财

务共享平台、投资管理、电子会计档案

管理、绩效管理和电子发票管理等提高

财务工作效率的模块（占比约为15% ～

35%）。可见，“走出去”企业最为关心

的是财务会计类模块的正常运转（含财

务核算和财务报表等模块），其次是财

务内控和风险管理类模块（如资金管

理、差旅费用管理、预算管理、成本管

理和投资管理），第三是决策支持类模

块（如内部报表管理和绩效管理），最

后才是提高财务运转效率的模块（如财

务共享平台、电子会计档案管理和电子

发票管理等）。与尚未在“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开展业务的企业相比，企业财务

信息化模块应用水平较高，平均占比高

出约10个百分点。

（二）企业财务信息化建设投入规模

已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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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的156家企业中，千万美元级以上

的财务信息化投资高达40%，百万美

元级以上的财务信息化投资高达78%。

与尚未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业

务的企业相比，企业财务信息化建设

与应用投入规模更大，百万美元级以

上的财务信息化投资占比合计高出约

32个百分点。

（三）企业财务信息化建设投入分布

1.投入数量分布。已在“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开展业务的企业中，95%以上

的企业有计算机等硬件和财务信息化软

件方面的投入，80%以上的企业有网络

服务和数据库方面的投入，70%以上的

企业有系统维护、咨询服务、本企业人

力和实施服务四方面的投入。与尚未在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业务的企业相

比，在财务信息化投入分项中的企业数

量占比平均高出约5个百分点。

2.投入额度占比。在财务信息化的

建设和维护过程中，位居投入金额前三

位的是计算机等硬件投入、财务信息化

软件投入和数据库投入，占比合计超过

55%。网络服务投入、系统维护投入、咨

询服务投入、本企业人力投入和实施服

务投入较为相近，各自占比7% ～ 9%。

此外还有2.5%的其他投入。与尚未在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业务的企业相

比，在计算机等硬件投入、数据库投入、

咨询服务投入方面的投入占比略高，平

均占比高出约2.4个百分点。

（四）企业财务信息化建设的实现

方式

已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业

务的企业中，超过半数的企业通过在本

企业原有财务信息系统基础上进行一

定的二次开发实现财务信息化建设与应

用，约40%的企业直接沿用本企业原有

财务信息系统，约60%的企业使用海外

当地的财务信息系统，还有2%的企业

暂未将海外公司纳入企业的财务信息化

体系。可见，在本企业原有财务信息系

统基础上进行一定的二次开发，是企业

开展“一带一路”业务时进行财务信息

化建设的主要方式。与尚未在“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开展业务的企业相比，在

财务信息化互联互通方面，即采用统一

的财务信息系统或集成的财务信息系

统，具备更高水平，合计占比高出约30

个百分点。

四、受访企业财务信息化建设

的价值与挑战

（一）企业信息化为企业带来的核心

价值

1.价值数量分析。已在“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开展业务的企业中，96%以上

的企业认为，“支持常规业务开展”是企

业信息化建设和应用的价值所在；80%

左右的企业认为企业信息化有助于企业

的信息共享、加强风险管理、提升生产

效率、支持业务扩张、提高生产能力；

70%左右的企业认为企业信息化可以加

强客户关系、提高市场占有能力、削减

企业成本、创造新的收入来源、支持新

的商业模式、有助于企业的绿色发展。

与尚未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业

务的企业相比，认为企业信息化价值更

高的，平均数量占比高出3.5个百分点。

2.价值占比分析。对于已在“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开展业务的156家企业，

支持常规业务开展成为企业信息化建

设为企业带来的最为核心的价值（占比

近25%），其次是有助于企业的信息共享

（占比10%），最后是支持业务扩张、提

升生产效率、提高生产能力和加强风险

管理（各自占比约8%）。与尚未在“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开展业务的企业相比，

在支持常规业务开展、有助于企业的信

息共享、提高市场占有能力三方面的价

值略高的平均占比高出约2.7个百分点。

（二）财务信息化为企业带来的核心

价值

1.价值数量分析。已在“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开展业务的企业中，96%以上

的企业认为，“支持业务开展”是企业财

务信息化的价值所在；80%左右的企业

认为财务信息化有助于企业提高处理效

率、提升标准化程度、提高信息质量、降

低经营风险和节约运行成本；70%左右

的企业认为财务信息化有助于创造新的

财务价值、提升企业形象、加强与内外

部客户的沟通。与尚未在“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开展业务的企业相比，认为企业

财务信息化价值更大的，平均数量占比

高出3.5个百分点。

2.价值占比分析。对于已在“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开展业务的156家企业，

支持业务开展成为财务信息化建设与应

用为企业带来的最为核心的价值（占比

超过20%），其次是提高处理效率（占比

13%），之后是提升标准化程度、提高信

息质量、节约运行成本和降低经营风险

（分别占比约10%）。与尚未在“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开展业务的企业相比，在

支持业务开展、提升标准化程度、节约

运行成本三方面的价值略高的平均占比

高出约1.8个百分点。

（三）企业财务信息化建设中面临的

障碍

已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业

务的企业中，近半数的企业认为进行财

务信息化建设与应用的最大障碍是企业

当前使用的财务信息系统不支持国际化

业务，海外当地电力、网络、通信等基础

设施不完备，财务信息系统软件商海外

当地支持力量缺乏；超过20%的企业认

为海外当地不允许使用外国的财务信息

系统、本企业人财物支持力度不够也是

障碍；约3%的企业认为还有其他障碍，

如区域化特殊要求无法得到满足等。与

尚未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业务

的企业相比，认为财务信息系统软件商

海外当地支持力量缺乏，海外当地电力、

网络、通信等基础设施不完备，企业当

前使用的财务信息系统不支持国际化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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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这三方面障碍偏大的平均占比高出约

9个百分点。

（四）财务信息化建设可能带来的负

作用

已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业

务的企业中，超过65%的企业认为财务

信息化建设可能带来数据安全风险，超

过35%的企业认为无法灵活开展业务，

近30%的企业认为无法及时审批流程，

超过20%的企业认为带来经营合规风

险，还有5%的企业认为可能带来其他

负面作用，如形成信息孤岛、带来政策

风险、税收风险等。可见，数据安全风险

是企业财务信息化建设需关注的首要风

险。与尚未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

业务的企业相比，认为无法及时审批流

程的负作用明显的占比高出约6个百分

点。可见，及时审批流程值得国际化的

企业特别关注。

五、受访企业财务信息化建设

的迫切需求

（一）企业财务信息系统迫切的功能

需求

已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业

务的企业中，近80%的企业认为需要系

统支持海外当地财务合规，超过70%的

企业认为需要系统支持多准则应用，超

过60%的企业认为需要系统支持多语言

应用，40%左右的企业认为需要系统与

海外当地税务直连和银行直连，也有企

业对提高系统效率和报表中心灵活多样

提出了需求。与尚未在“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开展业务的企业相比，企业对于支

持海外当地财务合规和支持多准则应用

的需求较为迫切，占比分别高出约13个

百分点和4个百分点。

（二）企业财务信息系统的语言支持

需求

已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业

务的企业中，对界面支持英文、界面支

持中文和界面支持海外当地语言的需求

位居前三（平均占比超过68%），对处理

内容的多语言支持位居其次（各自占比

均超出过50%）。可见，相对于处理内容

的多语言支持，企业财务信息系统对系

统界面的多语言处理需求更为迫切。与

尚未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业务

的企业相比，企业对于企业财务信息系

统的语言支持需求普遍较高，平均占比

高出约8.5个百分点。

（三）影响企业财务信息系统性能的

因素

已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业

务的企业中，超过80%的企业提到海外

当地所用网速等基础设施水平，近60%

的企业提到财务信息系统本身的性能，

50%的企业提及财务信息系统用户的

操作能力和所用数据库的性能，40%的

企业提及所用操作系统的性能，还有超

过20%的企业提及所用计算机本身的性

能。可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网络

基础设施建设有待进一步加强，财务信

息系统和数据库的性能、用户的操作能

力皆有待进一步提升。与尚未在“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开展业务的企业相比，

企业认为各因素对财务信息系统的性能

影响程度更大，平均占比高出约3个百

分点。

六、受访企业财务信息化建设

的未来发展

（一）企业财务信息化建设与应用中

的技术期望

已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业

务的企业中，超过70%的企业期望在

财务信息化中使用大数据和云计算，近

50%的企业期望使用移动互联网，40%

左右的企业期望使用数据安全技术和人

工智能，近20%的企业期望使用图像识

别、区块链和物联网。可见，大数据和云

计算是已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

业务的企业最为关注的新技术，其次是

移动互联网、数据安全技术和人工智能。

与尚未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业

务的企业相比，企业对大数据的使用期

望高出13.5个百分点，对于云计算、移

动互联网、数据安全技术、人工智能和

图像识别的使用期望平均高出约1个百

分点，对于区块链和物联网的使用期望

略低（平均低出4.5个百分点）。

（二）企业财务信息化建设中的互联

互通

关于企业财务信息化建设与应用中

的互联互通，已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开展业务的136家企业提出了具体见解：

超过55%的企业认为应实现财务系统内

部的互联互通，包括财务会计信息系统

内部的互联互通（如财务核算统一、财务

报表统一、核算与报表互联、财务共享

服务等）、管理会计信息系统内部的互

联互通（如预算管理的统一、财务分析

的统一）、财务管理信息系统内部的互联

互通（如资金集中管理、费用与报账、项

目投资管理等）以及三类系统之间的互

联互通（如资金管理和预算管理、预算

管理和业务管理等）。超过20%的企业

认为，应实现业务财务系统互联（如产品

生命周期管理、高级计划与排程管理等）

和数据共享（包括财务数据共享、管理

会计信息共享、业务数据共享、外部信

息共享等）。约10%的企业认为，应实现

企业内部管理与业财系统互联（包括业

财和风控、OA与业务、业务处理流程、

集团管控、实时沟通等），以及企业与外

部利益相关方互联（包括银企直联、供应

链互联、税企直连、汇企直连等）。约4%

的企业认为，应实现数据标准统一、财

税政策法规统一、财务税务系统互联（含

票据与税务）、会计准则转换。还有企业

提及业务系统内部互联、人才交流、语

言统一、数据库统一和管理系统内部互

联等互联互通需求。与尚未在“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开展业务的61家企业的具

体见解相比，企业对财务系统内部互联、

业务财务系统互联、企业内外互联、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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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标准统一、财务税务系统互联、业务

系统内部互联、数据库统一等方面的互

联互通需求略高，平均高出约3个百分

点。可见，企业财务信息化建设应首先

满足财务系统内部的互联互通，其次是

业务财务系统互联和数据共享。

七、助力“走出去”企业财务

信息化建设和应用的建议

（一）对财政部门的建议

财政部门应加强对全球化发展进程

中会计跨境监管问题的沟通交流。在企

业“走出去”过程中，无论是要破除业务

投资领域的当地政府管制，还是利用数

字化手段应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会

计数字对接方面的挑战（如会计准则差

异、资金管理要求、税收政策差异等），

都需要就全球化发展进程中的会计相关

跨境监管问题加强沟通交流。建议可充

分联合财政部智库、专业会计组织、研

究机构和相关企业，搭建多样化的沟通

交流平台，构建密切的沟通交流机制，

在促进贸易畅通的同时，推动沿线国家

会计相关监管标准的趋同和跨境监管合

作机制的建立与完善。

（二）对财务软件供应商的建议

财务软件供应商应抓住“一带一路”

机遇提供多层次数字化产品和服务。正

如上述调研分析，“企业当前使用的财

务信息系统不支持国际化业务”“海外

当地电力、网络、通信等基础设施不完

备”和“财务信息系统软件商海外当地

支持力量缺乏”是“走出去”企业财务

信息化建设与应用中面临的最主要的障

碍。因此，考虑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适用的会计准则差异较大，数字化进程

不一，我国数字化服务企业应通过产品

输出、技术输出和理念输出，助力“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企业财务信息化水平

的提升和会计数字的互联互通。一方

面，优化和升级自身品牌，打造国际化

产品（如支持海外当地财务税务合规、

多准则及准则间自动转换、多语言及语

言间自动转换等）、平台（如财务云、政

府云等）和服务（如多方共同投资成立

财务共享服务公司、加强服务力量分布

等），助力“走出去”企业会计数字的互

联互通。另一方面，应考虑不同国家数

字化进程差异，提供多层次的、适用于

有关国家国情的数字化产品和数字化转

型解决方案。

（三）对会计相关教学科研机构的

建议

相关教学科研机构应为“走出去”

企业提供理论支撑并探索国际化会计

人才培养新模式。针对“走出去”企业

财务工作中面临的语言沟通问题、会计

准则问题、税政法规问题、国际化资金

管理问题、货币问题甚至文化问题等，

教学科研机构应开展系统的理论性和

实践性专业研究。针对国际化会计人才

需求，应探索高层次人才的国际化、数

字化胜任能力培养方式。建议企业（集

团）可与教学科研机构开展战略合作，

共同设立人才培养项目，定期组织学

习，不断提升财会人员专业素质与能

力。关于人才培训项目的运作，建议以

专业教学科研机构牵头，联合国际化会

计师协会、国际化咨询机构（包括会计、

税务、法律等领域）、国际化财务管理

软件服务供应商、“走出去”的先进企

业等联合开展。

（四）对会计师事务所的建议

会计师事务所应加强对“走出去”

企业的国际化专业咨询服务，为企业

“走出去”保驾护航。国际化会计师事务

所具有相对丰富的国际化财务专业问

题解决方案和咨询经验，可助力解决企

业国际化过程中遇到的准则差异、税法

差异、资金安全以及语言沟通和文化疏

通等问题。此外，会计师事务所应积极

与国内财务管理软件供应商合作，积极

促进财务数字化项目的咨询和落地，例

如，如何借助多账簿技术和工具解决跨

国财务会计核算和报告，如何借助事项

会计云产品解决跨国管理会计核算和报

告，如何借助云平台和云服务模式突破

海外当地基础设施的限制，如何借助全

球财务共享服务中心支持中资企业海外

业务的开展，以及如何借助财税一体化

方案促进“走出去”企业的管理模式创

新等。

责任编辑 李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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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18页）原租赁准则（2006）及解

释1号之所以规定租金总额需在不扣除

免租期的整个租赁期内进行分摊，意味

着承租人享受的使用权在整个租赁期内

是没有区别的，这支持了免租期的租赁

费用并非装修的增量成本，不直接归属

于装修成本的观点。另外，将免租期的

租金资本化再在以后经营期内摊销的做

法，有悖原租赁准则（2006）及解释1号

上述规定的初衷。

笔者认为，租金费用是企业为取

得控制租赁资产使用的权利而发生的

支出，装修期间的租金费用属于使装修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必要支出，可归

属于装修支出，应予资本化与其他装修

支出一并计入“长期待摊费用—— 装修    

支出”。

另外，企业施行财政部于2018年发

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 租赁》

的，承租人于租赁期间发生的装修或更

新改造费用与上述同一原则进行会计处

理，即发生的装修或改造费用予以资本

化计入长期待摊费用，并在租赁期限与

装修或改造预计可使用期限两者孰短的

期限内直线法摊销；对于装修或改造期

间发生的使用权资产的摊销（租赁费用）

也应资本化计入长期待摊费用。

（毕马威、普华永道、立信等会计师事务

所相关技术专家对本文提供了宝贵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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