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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管理的转型与发展
——“十三五”回顾和“十四五”展望

谢志华  沈彦波  杨龙飞

摘要 ：“十三五”收官、“十四五”启航，我国进入了新发展阶段。“十三五”期间财务管理有哪些特征，

“十四五”期间将面临怎样的发展趋势，在这个继往开来的时刻，确有必要进行总结和展望。“十三五”期间，

以经济社会转型为背景，财务管理经历了解决遗留问题、奠定转型基础，实施转型战略、促进高质量发展，应

对疫情挑战、走出现实困境的三个阶段，在每一个阶段，财务管理都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十四五”期间，以

新技术不断发展、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新格局、供需两侧双向互动和高质量发展为背景，财务管理必将在聚

焦风险防范、促推可持续稳定发展，运用信息技术、实现业财信息全面整合，融入双循环、实现价值共生和共

享三个方面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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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期间，我国经济的增长方式发生了根本性

变化。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转

变，从要素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从需求侧改革向供

给侧改革转变，从新技术在经济领域的初始发展和运用向

新技术在经济领域的交叉和深度运用转变。正是这些转变

使得财务管理在“十三五”期间也相应进行了转型。随着

“十四五”规划的实施，财务管理又面临新的发展机遇。目

前，外部环境发生了深刻复杂的变化，在世界经济低迷、全

球市场萎缩、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上升的背景下，我国要

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的新发展格局，把发展的立足点侧重放到国内，通过扩大

内需战略，畅通国内大循环，推动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更

好地联通和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培育新形

势下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为经济发展增添新动

力。这种经济发展的新要求，为财务管理的发展带来了新

机遇。为此，我们需要总结“十三五”期间财务管理的转型

经验，为“十四五”期间财务管理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依据 ；

同时也要根据国家新的发展战略提出财务进一步改革的基

本思路。

一、财务管理的转型 ：“十三五”回顾

“十三五”期间，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环境的变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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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相应调整了发展的理念和发展的方式。在这一大背景

下，财务管理也实施了转型，经历了解决遗留问题、奠定

转型基础和实施转型战略、促进高质量发展两个阶段。同

时，“十三五”末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对人类经济社会

的方方面面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财务管理必须应对疫情挑

战，走出现实困境。

（一）解决遗留问题，奠定转型基础

1.“十三五”初期我国面临的经济环境

“十三五”之初，国家已经提出经济进入了新常态，在

新常态下国家采取了稳增长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重大措

施，其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又以“三去一降一补”为重要内

容。稳增长是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础，只有当经济

保持一定的增速，才能为供给侧改革提供良好的改革环境，

否则如果经济持续下行，国家对经济处于“救火”的状态，

就难以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机会。进行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必然要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按照

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重塑供给侧结构，实现经济的真正

转型。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能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又

能重塑新发展之基，最终能为稳增长提供持续的内在动力。

我国之所以提出经济进入新常态是基于这样的背景 ：

2010年我国GDP总量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

体 ；IMF 2014年 10月份公布的《世界经济展望》认为，按

照购买力平价进行核算，中国已超过美国 ；2014年我国人

均国民总收入越过 7 000美元，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但

同时，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经济发展还面临诸多挑战，

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风险（叶初升，2020）。从世界的历

史经验看，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步阶段，通常是一种粗放

式的发展模式，追求数量上的快速增长，对资源采取掠夺

式开发利用，环境生态也遭受极大的破坏，经济发展的质

量被忽视，不太注重技术进步、经济结构优化，加之收入

分配的结构失衡，因此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容易停滞

不前，甚至严重下滑。

实际上我国经济在“十三五”开启之前就已经处在“三

期叠加”的特殊阶段（邓忠奇等，2020），所谓三期叠加，一

是指经济增长速度的换挡期，实际上从 2012年开始经济

增长的速度结束多年平均 10%以上的高速增长水平，转而

进入中高速增长的换档期。2012年我国的经济增长率为

7.8%，2013年我国的经济增长率为7.7%，2014年我国的经

济增长率为 7.4%。这一方面是由于国内投资增速趋缓，国

内消费增长乏力，另一方面是外部需求受世界经济复苏不

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的影响而长时间处于萎缩状态。二是

结构调整阵痛期，结构是相对于整体或总量而言的，我国

多种经济结构调整阵痛相交织。主要是产业结构中的产能

过剩、低附加值产业要压缩和淘汰，增长动力结构中的出

口和投资依赖部门的地位面临下降，要素投入结构中的初

级资源部门、无技能人员面临的机会不断减少，排放结构

中的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三高”行业和企业必将被严

厉管制。三是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

后，我国经济也相应遭受巨大冲击。为使经济不至突然快

速下滑，国家采取一系列拉动内需和产业振兴的刺激政策，

以确保经济增长迅速企稳回升。2008年底到 2011年初，刺

激政策产生了明显的效果，经济增速最高时达到了 11.9%。

这是非常时期的非常政策产生的红利。2011年二季度开

始，经济增速逐级回落，这表明经济进入了前期刺激政策

的消化期，一方面前期的刺激政策对经济结构继续产生深

远影响，另一方面也使经济宏观政策的选择受到掣肘，调

控余地受限。面对这样一种三期叠加的情况，有必要准确

研判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的特征，找准新的定位实现转型

发展。

面对国内外环境的这种变化，我国相继在2015年5月、

11月提出并采取了稳增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措

施，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又首先要实现“三去一降一补”，

通过这些措施的实施以实现我国经济的转型发展，在这些

措施中许多都涉及到财务管理的内容。

2.应对措施之一 ：稳增长

稳增长既是指增长数量上的稳，也是增长方式由低级

向高级的转换。在转换的过程中要自觉、有序、持续培植

新的增长点，并进行技术创新和结构调整。促进稳增长，

国家在投资政策上提出许多举措，其目的主要是确保投资

的规模，既有宏观上的一些措施，也有微观上的一些措施，

不少措施都与财务管理直接相关。宏观上的措施主要有通

过发行债券募集资金，迅速投放专项建设基金，直接注入

项目资本金，重点支持投资方向明确、有效，回报较高、不

新增过剩产能的重点项目 ；以中央政府投资的引导带动作

用，清理盘活存量资金，用于亟须支持的重点领域。微观

上的措施主要有加强政银企合作对接并建立相应的对接机

制，实现资金与项目的有效对接 ；降低企业债发行门槛，

简化审批程序，扩大债券融资规模，通过企业发债支持重

点领域建设 ；调整和完善固定资产项目资本金制度，更加

合理投资结构。这些政策无疑有助于企业获得更多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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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国家也实施了增支减税的积极财政政策。在宏观上

扩大政府支出的同时，在微观上对小微企业实施减税的政

策，取消、停征和免征了许多对企业的行政事业性收费，

下调铁矿石资源税征收比例，降低失业保险费率，下调部

分日用消费品进口关税，提高高附加值产品、玉米加工品、

纺织品服装等产品的出口退税率等 ；实行职工教育经费税

前扣除政策，以及科技企业转增股本、股权奖励分期缴纳

个人所得税等政策 ；完善加速折旧政策，放宽适用折旧的

条件 ；启动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补偿试点，降低企

业使用风险 ；支持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企业一方面获得

了资金的支持，另一方面减少了税费支出，获得了风险补

偿，无疑有利于企业的可持续稳定发展，从而为稳增长提

供了微观基础。

3.应对措施之二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推进结构调

整，矫正要素错配，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扩大有效供给，使

供给更好地适应需求的变化，满足人们的需要。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的结构调整主要涉及以下方面 ：一是用增量促进

存量调整，通过增加的投资优化整个投资结构和产业结构。

二是优化产权结构，国民共进，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

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三是优化投融资结构，

促进资源整合，使资源既优化配置又优化再生。四是优化

产业结构、提升产业质量，优化产品结构、提高产品质量。

五是优化分配结构，更好地发挥促进效率、实现公平的作

用，进一步激发消费潜力。六是优化流通结构，降低流通成

本。七是优化消费结构，实现消费升级，不断提高生活品

质。不难看出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首先要矫正要素错

配，在此基础上才能通过供给侧结构调整，提高生产效率，

扩大有效供给，满足个性化、多样化、多变化的需要。

国家为矫正要素错配采取了“三去一降一补”的措施，

这些措施既要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又要为新的发展提供动

能。“三去一降一补”的措施大多与财务管理有密切关系，

有的是由经营业务带来的问题，但最终表现在财务状况和

经营成果的恶化上 ；有的直接就是财务管理问题，需要用

财务的办法来解决。

“三去一降一补”，首先是去产能，即化解产能过剩。

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和持续影响，国际市场需求持

续低迷，国内市场需求增速趋缓，我国部分产业和产品供

过于求的矛盾日益凸显，钢铁、水泥、电解铝等高消耗、高

排放行业尤为突出。其结果是这些产能过剩的行业形成了

很多僵尸企业，产品的价格下跌，库存大量增加。为了解

决产品供过于求而引起的企业恶性竞争问题，一方面必须

对僵尸企业进行破产处置和财务清算，另一方面要尽可能

对现有的生产设备及产品进行转型和升级，形成新的有效

供给。从财务管理的视角看，产能过剩是过去投资冲动而

导致的投资过剩的必然结果 ；而从去产能的措施看，对于

僵尸企业要实行破产清算审理，必然要充分地利用国家的

各项财税支持（张栋等，2016），要对不良资产进行有效处

置，处置后的资产要对相关利益关系人进行合理合法的补

偿。去产能也可以通过兼并重组、新增投资等方式实现现

有的生产设备和产品转型升级，这样既可以以存量投资的

结构调整盘活存量投资，也可以以增量投资盘活存量投资。

国家把“去产能”列为五大结构性改革任务之首，走“多兼

并重组，少破产清算”的路子。在去产能的过程中，企业对

去产能的途径进行了许多科学合理的探索和实践，使得去

产能政策的落实没有给经济社会带来不稳定的影响，同时

还为转型发展提供了新的动能。

其次是去库存，即降低库存的水平。国家采取去库存

的政策措施不仅是从一般意义上所说的降低库存水平，更

重要的是指去房地产库存。对于一般企业的去库存，各个

企业都采取了许多按照市场法则去库存的办法，而对房地

产的去库存，采取了一些符合房地产企业特点的方法。国

家在宏观层面上采取了许多有效的政策措施化解房地产库

存问题，包括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加速农民工市民化、

允许农业转移人口等非户籍人口落户就业地、把公租房扩

大到非户籍人口等措施 ；在微观上对房屋需求者建立了购

租并举住房制度，适应这一制度，相应发展住房租赁市场，

鼓励自然人和各类机构投资者通过购房进入租赁市场，成

为租房房源提供者，同时鼓励设立以住房租赁为主营业务

的专业租赁公司。就房地产企业本身而言要租售结合、大

力发展租赁业务 ；降低成本、实行薄利多销 ；兼并重组、

强强联合、强弱联合，既实现规模效应又实现品质品牌效

应。在财务管理中存货管理是重要内容之一，其目标不仅

要使存货适销对路，产生好的收益，也要使存货的储存成

本尽可能降到最低。在国家提出去库存政策措施的大背景

下，日常的库存管理就转化为特殊时期、特殊背景下的特

殊存货管理，其目的不只是为了使存货储存量尽可能的降

低，更重要的是处理由产能过剩和不符合需求导致的过剩

存货。去库存从根上就要解决产能过剩和产品适销对路的

问题，对前者必须要减少过剩产能，从而要去产能，对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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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要不断地按照市场需求淘汰过时产品、升级换代产品、

增加创新产品。对于仍有需要的产品，一方面企业要加大

营销的力度，让所有需要产品的顾客都能得到及时周到的

服务，另一方面从宏观上要改变收入分配结构，扩大消费

群体，使得消费者能够得到所需要的产品。去库存也不能

仅仅停留在事后挤压库存的处理上，更应该在整个生产经

营过程中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化动态地调整生产和库存。在

这方面各企业通过零库存管理、需求导向的库存管理、供

应链管理或价值链管理以及薄利多销等多种行之有效的方

法，尽可能使库存降低到最低的程度。

再次是去杠杆，即降低宏微观债务水平。去杠杆是在

两个层面进行，一是有效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实现地

方政府存量债务置换，完善全口径政府债务管理，改进地

方政府债券发行办法。二是逐步降低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

的杠杆水平。国资委对去杠杆提出了明确的目标要求。在

去杠杆的实践中，涌现出了许多比较有效的措施和办法，

包括处理僵尸企业和不良资产、通过债务重组化解不良资

产、补充资本金、债转股、债换股、减免利息、延缓债务 ；

更重要的是强化技术创新、调整经营结构、改善经营管理、

盘活各类资产、降低成本费用，既可以长期地缩减债务的

规模，也能够对已有的债务进行清偿。在去杠杆的过程中，

有研究指出，一国整体杠杆水平的高低，最终取决于居民

的储蓄意愿，当储蓄高时，杠杆水平就会升高，反之亦然 ；

同时，负债能否偿还最终不是由债务的规模决定，而是由

债务形成的资产的变现能力所决定，只要资产能够及时有

效地变现，负债的偿还也就不会存在问题 ；再者，去杠杆

是一个逆周期管理的过程（王桂虎，2017），一般来说当经

济景气时，杠杆水平就会提高，但一定不能等到经济萎缩

时再还债，而是要未雨绸缪，在经济景气时就应该预提各

种资产的减值准备或者风险准备，为未来的还债提供前提。

正因为这样，我国去杠杆实际上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第四是降成本，包括降低宏观成本和微观成本。从政

策上看主要是降低企业的宏观成本，也就是通过深化改革

降低制度成本。降低各种宏观成本的政策措施主要体现在

发改委等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做好2019年降成本重点工

作的通知》中，这些措施有不少在2019年之前就已经实施。

主要是通过“正税清费”，降低企业税费成本 ；通过金融对

实体经济予以支持，创造利率正常化的政策环境，降低企

业财务成本 ；通过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清理规范行

政审批中介服务，强化社会诚信管控，降低企业制度性交

易成本 ；通过精简归并“五险一金”，降低企业社保缴费成

本 ；通过推进电价市场化改革，完善煤电价格联动机制，

调整用地综合成本，降低企业用能用地成本 ；通过直接降

低物流费率、提高物流效率和高速公路通行效率，降低企

业物流成本 ；通过清理规范保证金，提高资金周转效率，

降低企业资金成本。以此同时，企业也通过加强成本管控

和内部挖潜，降低自身的微观成本。一方面，去过剩产能、

降负债比率、处理积压库存、清理僵尸企业 ；另一方面，通

过全面成本管理和全面质量管理，在降低产品成本的同时

提高产品质量。

第五是补短板，补短板涉及到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

经济上的补短板是围绕两个方面展开，一是通过增加新的

重大项目的投资，既为经济的进一步稳定增长提供基础，

又通过新建投资项目科学合理地调整供给侧结构 ；二是通

过强化技术创新，以实现产业升级、企业转型、产品换代，

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这主要体现在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保持基础设施领域补短板力度的指导意见》和科技部、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相关部委有关鼓励科技创新的文

件中。就新建投资项目而言，相关的政策包括 ：通过加强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和项目管理，既保证重大项目有资

金的支持，又保证重大项目能够对经济转型升级和持续稳

定增长发挥切实可行的作用 ；通过加大对重大项目的金融

支持力度，确保项目能保质保量按期完工 ；通过合理保障

融资平台公司正常融资需求，进一步确保重大项目的资金

需要 ；通过政府资金的引导，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扩大

资金筹集的范围 ；通过规范有序推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PPP）项目，使得社会资本能够进入重大项目投资领域，

从而扩大筹资渠道 ；通过深化投资领域“放管服”改革，能

够加快重大项目的建设步伐和提高建设质量。就科技创新

而言，主要的政策包括加大国家和企业两个层面的科技投

入和科技转化的力度，给予科技创新更多的政策优惠，给

予科技创新主体更多的激励措施等。

不难看出，稳增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与此相应

的“三去一降一补”政策的实施，从根本上说是解决遗留问

题，奠定转型基础，在这一过程中有许多改革政策以及实

践活动都与财务管理密切相关，有的政策和实践直接就是

财务管理的内容。

（二）实施转型战略，促进高质量发展

在解决遗留问题，奠定转型基础的同时，还需要进一

步促进经济可持续稳定发展。2017年国家提出我国经济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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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2018年，由于中美

经贸摩擦以及国内经济规模不断扩大，服务业比重不断增

加，国内市场日显重要，国家提出了“六稳”要求。2020年

国家提出了“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我国超大

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的新发展格局”。也就是要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

种资源的优势，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

互促进，推动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战略和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要求财务管理与此相适应。

1.高质量发展下的财务转型

高质量发展就是以高效率高效益生产方式为全社会持

续而公平地提供高质量产品和服务的经济发展。经济从高

速度到高质量发展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通过这一

转型主要达到的目标是经济运行更有效率和效益、产业结

构更趋合理、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具有更高品质，最终使经

济发展更可持续、生态环境更加绿色、社会分配更加公平。

这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 ：

一是宏观层面，表现为经济以创新为动力高效率和高

效益稳定增长，城乡和区域均衡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经济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实现这一要求首

先必须稳增长。高质量是一定增速下的高质量，高质量发

展意味着必须保持经济增速稳定，不能出现大起大落的波

动。正因为这样，国家针对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

投资、消费和出口采取了许多刺激政策。许多政策的落地

最终要靠企业的行为才能实现，企业通过追加投资实现供

给侧结构性调整，通过初次分配调整收益分配结构使得员

工的收入比重不断增加，通过海外投资、收购兼并等方式

不断扩大外贸额，避免单边主义下的国际贸易额下降的风

险。其次，必须均衡发展。高质量发展不仅强调稳增长，更

要求实现增长过程中各个方面的协调发展。企业在自身的

发展过程中考虑了这种协调发展的需要，通过不断加大创

新投入，增强创新力度，使自身的发展从规模速度型向质

量效率型转变、从粗放增长型向集约增长型转变，从高耗

能环境不友好型增长向低耗能环境友好型增长转变，从多

元化增长向专业化增长转变，从自生价值增长向共生价值

增长转变，从低附加值增长向高附加值增值转变。实际上

这种转变不仅表现为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也更加强调了

环境的可持续性，只有绿色发展才能为经济的可持续性提

供基础，也才能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再次，必须社会公平。高质量发展是兼顾生产、生活与生

态的一种发展，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实现公平正义的一种

发展。这要求企业在财务管理中贯穿这种理念，实现企业

与社会和国家的利益协调、实现利益相关者利益协调，特

别是要确保员工的基本利益。在实践中，企业强化了社会

责任履行中的投入，尤其是积极参与精准脱贫，或者产业

扶贫，或者捐赠扶贫，或者智力扶贫，采取并创新了各种

有效的方式，在服务社会和国家需求的过程中也实现了自

身的利益 ；企业也参与到整个供应链的重组过程中，通过

新增投资或者收购兼并实现链上企业的价值共生和价值共

享 ；企业在员工利益的保护上不仅使得工资逐年增长，员

工的社会保障、集体福利和能力潜能培养等相关支出也都

得到了有效保证。

二是产业层面，表现为产业布局优化、结构合理，持

续转型升级，产业发展的效率效益不断提升。国家为此出

台了各种政策，特别是相关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引导

企业的投资方向，企业也相应进行了财务管理的转型。企

业由过去的多元化经营向专业化经营转变，做大做强做优

主业，在两个方面展开 ：其一是破产僵尸企业剥离与主业

无关的产业和产品，处理相关的各类资产 ；其二是通过新

增投资、收购兼并等，不仅把主业做大做强做优，而且形

成了强大的创新体系，实现企业创新发展。整体上企业实

现由虚拟产业（虚拟经济）向实体产业和实体经济转型，由

传统产业向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转型，由低附加值产

业向高附加值产业转型，由环境损害型产业向环境友好型

产业转型，由低端产业向高端的产业升级。在实现产业转

型的基础上，企业通过追加投资、收购兼并等措施不断扩

大生产经营的规模，实现规模效应。

三是微观层面，整体上就是要由粗放式生产经营管理

向精细化生产经营管理转型。对企业来说，是在分工效应

的基础上，通过整合进一步形成协同效应 ；同时，通过采

用各种先进的质量管理理念与方法和持续不断的创新，形

成稳定可靠的产品和服务，不断提升品牌影响力，从而增

强竞争力，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财务管

理在这一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企业

纷纷利用“大智移云物”和区块链等新技术建立了财务共

享中心（信息共享中心）或资源共享中心，以大数据和云平

台为基础形成智能财务体系，并将管理会计的各种方法有

效运用于整个管理活动过程和各个管理层级。财务共享中

心最早只是会计信息的共享，主要反映的是会计核算场景。

在新技术的助推下，通过业财融合使得财务共享中心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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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只是会计信息的共享，而是全部的会计信息与业务信息

的共享，反映的不仅是会计核算场景，更是延展到业务核

算场景，这种信息的共享就实现了会计信息与业务信息的

全面整合，结果财务共享中心自然就成为了信息共享中心

（谢志华等，2020b）。资源共享是以信息共享为前提的，企

业以财务共享中心的现金资源共享为基础，进一步将共享

拓展至所有其他资源，使得企业不仅能够知道全部资源的

分布，而且能够了解所有资源是否被使用以及使用的效率

如何，可以发现过剩的资源和短缺的资源，资源利用效率

得到极大提高。企业也通过预算管理的方式整合企业的所

有生产经营和管理活动，一方面，通过预算将企业所要进

行的生产经营活动的各个事项全部纳入其中，形成基于

“事”的预算 ；另一方面，通过预算将企业所要进行的全部

事项分解落实到各人员或岗位，形成基于“人”的责任预算。

在行政事业单位和重大项目方面，国家也强化了预算管控

的作用。行政事业单位和重大项目的预算早期主要强调收

支平衡和合规合法，“十三五”期间开始加强预算绩效管理，

从预算编制、执行到考核评价全过程都要进行预算绩效分

析，确保“钱跟着事走，钱的多少跟着绩效走”。为促进企

业和行政事业单位加强管理会计工作，提升内部管理水平，

促进经济社会转型升级，财政部于 2016年 6月发布了《管

理会计基本指引》，随后发布了一系列管理会计应用指引，

各单位特别是企业纷纷运用于管理实践中，工信部也组织

了管理会计在企业中使用的实践活动。管理会计的运用使

得企业和行政事业单位的管理更加科学合理，业务更加有

序、精细，效率不断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不断提高，成本

费用不断下降，资产占用不断降低，内部控制与治理水平

不断上升，风险预警与防范的能力不断加强，最终使得品

牌形象不断优化提升。

2.双循环下的财务跟进

2020年国家提出了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发展战略，这一

战略的提出是以全球化发展的新趋势为背景的。在我国经

济进入新常态后，开始致力于转变增长方式，提升产业层

级，加强技术创新，促进产业链向中高端升级，实现经济

的高质量发展。但由于传统发展模式的惯性，这种转型较

为缓慢，中国经济增长仍然具有出口依赖的典型特征，自

主创新动力不足，高质量发展和产业高端化面临瓶颈。中

美经贸摩擦所导致的“逆全球化”作为一种“倒逼机制”

（武汉大学国家发展战略研究院中美经贸摩擦研究课题组，

2019），为我国进行彻底的内部变革提供了历史契机和内

在动力。每个企业都应该把它作为一个自身发展的极好机

会，融入到双循环战略的实施之中，就企业财务管理而言，

已经和进一步要采取的措施有 ：

一是融入到构建完整的供需体系之中。国内企业一方

面按照国家的规定调整了员工收入分配的结构，完善了员

工的社保，在制约居民消费的痛点和堵点上进行投资，进

一步优化投资结构，按照国际标准，对现有的生产经营体

系进行改造升级，提高自身产品和服务的质量，为国内外

各类高质量消费提供基础。另一方面，积极扩大优质商品

和服务进口，进一步提供有效供给。国内企业通过自身的

财务行为，实现供给侧的产品和服务的升级换代，既形成

国际竞争优势，在双循环中掌握主动权，又为国内提供有

效需求。在企业提供有效供给的过程中既能扩大就业，又

能提高员工的收入，从而推动了内需的进一步扩大，形成

良性互动。

二是融入到扩大高水平开放的体系之中。双循环必然

推动更高水平的开放，开放的数量方面，是进一步提高我

国开放程度 ；开放的质量方面，是进一步提升我国开放的

层级。同时，开放也是双向的。我国以实施《外商投资法》

为契机，落实了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

管理制度，实现了既开大门也开小门，既让准入也让准营；

国内企业也加大走出国门的力度，将资源有效配置于世界

各国。在双循环的过程中，一方面实现国内企业的国内投

资与国外企业对我国的投资的双向融合，另一方面通过这

种投资的双向融合实现供应链的更加一体化，也尽可能使

得我国企业在供应链中向高端逐步升级或者转移至供应链

体系中的关键枢纽环节。

三是融入高质量建设双循环平台载体的体系中。为了

实现双循环，我国相继设立了自贸试验区、自由贸易港、

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保税区等，

它们既是我国对外开放的载体，也是实现双循环的重要平

台。通过建立一整套以开放为目标的制度体系，营造法治

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这些区域必然成为推动

和实现双循环的重要平台。国内企业通过投资进入这些平

台，参与国际竞争，形成国际品牌形象。就财务管理而言，

也必然遵循国际规则、国际经验和国际做法，从而不断提

升整个国内企业的财务管理水平。

四是融入构建合作共赢的产业链供应链中。全球产

业链供应链正处于调整和重构之中（张茉楠，2020），我国

企业顺势而为，因“企”、“链”施策，从以下方面逐步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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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密协作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首先，借国内劳动密集型

产业向周边东盟等国家转移的机会，实现自身向产业链中

研发设计、品牌营销两端的升级，并向转移了的产业提供

原料、设备、技术 ；其次，通过与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发

达经济体的合作，构建以电子信息为主的东亚高技术产业

链 ；再次，发挥我国钢铁、有色、石化、机械等重化工业的

性价比优势，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产能合作，充分

利用相关国家的资源和市场，构建资本密集型产业链 ；最

后，在数字经济、生命健康、人工智能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和未来产业中，走国产替代的道路。各企业加大这些新技

术的研发投入，特别是对国家重点实验室、重大科技项目

等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平台的投入，同时对束缚科研

人员的体制机制进行改革，激发科技创新活力，提升自主

创新能力，突破关键核心技术，致力于解决“卡脖子”问题。

在国内，中西部地区也开始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形成“东部

设计—中西部加工”的链条。在这个过程中，企业通过新增

投资或收购兼并实现自身产业链和供应链的调整和再造，

自动融入双循环体系。

（三）应对疫情挑战，走出现实困境

2020年初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现仍在全球范围内肆

虐，涉及到全球二百多个国家和地区，被称为“突发的全球

性灾难”，对经济、社会、政治各个方面都造成了不可估量

的影响。企业经营也受到了巨大的挑战，一方面为了防控

疫情而采取的封锁措施，必然导致部分企业生产经营活动

的间歇性停摆，企业在面临巨大生产经营压力的同时，更

是要面对现金支付的巨大压力，甚至会陷入破产的境地 ；

另一方面，防控疫情导致很多人的收入下降，市场需求萎

缩，企业生产的产品和提供的服务的市场需求相应下降。

在这种背景下，企业必须应对疫情挑战，走出现实困境，无

论政府还是企业都纷纷采取了各种措施，特别是财务管理

方面的措施，应对疫情挑战（谢志华，2020）。

1.宏观上，国家出台了相应的政策力保企业走出困境。

为应对疫情，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人民银行、国家税务总

局及海关总署等部门发布多个重要文件，助力防控疫情。

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保证生产防疫物资的企业

和提供相关服务的企业能够正常经营和扩大经营规模。一

方面，扩大产能新购置的相关设备允许一次性计入当期成

本费用进行所得税税前扣除，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生产

企业可以申请全额退还增值税增量留抵税额，企业运输疫

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取得的收入免征增值税，对企业捐赠

也实行了所得税及其他税种的税收优惠全覆盖。另一方面，

企业经营所需要的资金也通过银行借贷和财政资助予以全

力保障。其二，为了防止企业因受疫情影响而陷入生产经

营困境，甚至破产，政府也出台了一系列财税政策和货币

政策进行支持和救助，减轻企业的财务负担和现金支付压

力。首先是财税政策的支持和救助。安排中央预算资金、新

增专项债券、部分特别国债用于加大政府投资力度，延长

新能源汽车购置补贴和免征车辆购置税政策，多地向居民

发放消费券等。同时，对交通运输、餐饮、住宿、旅游等行

业企业 2020年度发生的亏损，最长结转年限由 5年延长至

8年，扩大增值税免税政策的适用范围，延长纳税申报期

限，减免中小企业一定的社保缴费金额，财政部门安排资

金用于物资采购、救治补助、扩大政府支出。这些政策减轻

了企业税费负担，降低了成本，增加了企业收入，有助于企

业渡过难关。其次是货币政策的支持和救助。专项额度搭

配财税支持，保障常态化疫情防控需要。央行运用结构性

货币政策工具精准滴灌，增加 1.8万亿元再贷款再贴现额

度，通过降准、中期借贷便利操作和公开市场操作，支持信

贷规模合理增长，对中小微企业贷款实施延期还本付息和

普惠小微信用贷款，也积极引导市场利率平稳下行。同时，

还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批发零售、住宿餐饮、旅游文化等

消费型行业加强金融支持。这些政策对于纾困企业获得资

金、降低资金成本和取得收入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2.微观上，企业自身也采取各种财务措施尽可能化解

疫情带来的风险。新冠疫情下，企业收入下降，现金流入

不敷流出，债务偿还压力增大，但成本和支出却呈刚性状

态，因此企业面临双层压力。在财务管理上，企业针对这两

个方面采取了必要的措施，走出疫情困境，主要措施包括：

（1）根据变化的市场需求调整企业预算。有的企业伴随疫

情的出现，市场需求下降，通过缩减生产规模，相应减少

各项现金支出，降低相关成本费用 ；有的企业伴随疫情的

出现，因提供与抗疫相关的物资和服务，需求扩大，则积

极组织扩大生产经营规模，提高劳动效率，不断增加现金

流入。（2）积极组织现金流入，加强疫情期间的营运资金管

理。对于应收款项应收尽收，对于应付款项尽可能争取合

理支付时点，对于银行欠款争取与国家的配套政策联合使

用，延期还本付息或降低利息支出 ；对于成本费用及投资

支出要严格管控，凡不需要的支出严格禁止，凡可以降低

和减少的支出严格控制规模，凡可以在未来支出的尽可能

延后，在遵守政策和法律法规的前提下缩减固定成本，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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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变动成本 ；加强存货变现能力管理，控制存货规模，已

有的存货尽可能快速变现，增加的存货必须实现以需定产、

以产定购、产供销平衡，减少资金占用。（3）利用优惠政策

增加现金流入减少现金流出。充分利用税费减免、社保返

还或延期缴纳、降低租金、降低利息和延期还本付息等优

惠政策，获得政策性现金流入，减少政策性现金流出。疫

情逐步得到控制后，企业开始复工复产，各企业迅速将自

己组织的资金和国家各项优惠政策所带来的现金流，投入

到生产经营和服务业务之中，为复工复产提供了强有力的

资金保证。在复工复产后，企业财务管理继续发挥着较大

作用。既保证资金的需要，又通过开源节流不断地为这种

需要获得现金流入。

总之，“十三五”期间，财务管理在解决遗留问题、奠

定转型基础，实施转型战略、促进高质量发展，应对疫情

挑战、走出现实困境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财务管理的发展 ：“十四五”展望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描绘了“十四五”的发展蓝图。经

济社会发展遵循的基本原则包括坚持新发展理念，构建新

发展格局，推动质量、效率、动力变革，实现更高质量、更

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这里特别

提到了更为安全的发展，也就是说当经历了突如其来新冠

疫情的考验和世界经济环境单边主义与贸易保护主义的冲

击后，经济社会发展的安全性不能不成为未来需要充分考

虑的问题。无论从国家层面还是企业层面，都必须要统筹

发展和安全，保证经济的可持续稳定发展。保证经济的可

持续稳定发展，必然要求经济发展取得新成效，特别是在

双循环的过程中，要确保实现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

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目标。与此同时，技术水平的进一

步提升，也必然给经济社会带来更深刻的变革。所有这些

方面对财务管理必将产生直接的、决定性的作用。整体上

说，“十四五”期间财务管理将面临以下变化的趋势。

（一）聚焦风险防范，促推可持续稳定发展

“十三五”期间，我国已经对历史遗留问题进行了有效

的清理和化解，但是伴随着新冠疫情的出现以及世界经济

环境的变化，又积累了不少新的问题。2020年初爆发的新

冠疫情具有以下特点 ：传播的全球性，二百多个国家和地

区深受其害 ；影响的全面性，对经济、社会、政治各个方面

都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时间的长期性，疫情已经持续了一

年，甚至有专家预言，这一病毒可能长期存在 ；预期的不

确定性，病毒在未来的演变、持续时间、影响范围和程度都

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使得世界经济本身

的未来发展也变得难以预期。除了疫情的影响外，世界经

济环境也处在不利的影响之中，美国等相关国家对中国实

施打压，逆全球化的声浪不绝于耳。此外，自改革开放以

来，我国经济本身也一直经历周期性的波动，在疫情爆发

后使得这种周期性的波动容易向不利的方向发展。在这样

的大背景下，未来一个时期内，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企业

层面都必须要防范经济风险，必须要未雨绸缪，做好事先

准备。从财务管理的视角看就是要采取稳健的财务策略，

包括 ：

1.从数量扩张向结构调整转变。要进一步优化企业的

生产经营结构、产品结构，专注于能够为企业未来带来更

多现金流的业务和产品。要降低未来现金流较少的业务和

产品所占用的资产，减少债务的规模。

2.从粗放式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在稳规模调结构

的同时，一方面要将更多的资源投放于主业或者具有核心

竞争力的业务和产品，另一方面要通过持续不断的投入进

一步形成和强化业务与产品的核心竞争力。企业高质量发

展的根本特征就是能够保证自身的持续稳定发展，要做到

这一点就要形成自身产业和产品长期的核心竞争力。

3.从简单重复的发展向持续创新的发展转变。市场竞

争就是一个优胜劣汰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所要淘汰的必

然是不能持续创新的企业，要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唯有不断创新。为此，企业要瞄准市场需要和世界科学技

术高地持续地进行研发投入，要建立健全研发人员的激励

约束体系。

4.从重资产发展向轻资产发展转变。资产既是企业创

造收入的基础，也是企业风险存在的前提。资产占用越多，

变现的难度就越大。资产占用越多，负债的规模也会随之

提高。一旦资产不能变现，就会导致到期不能还债的风险。

所以企业要不断地“瘦身”，减少资产的占用，能不购买资

产就尽可能租赁，能不自行开展业务就尽可能外包。

5.从自身独立发展向外部协同发展转变。随着供应链

间联系越来越紧密，企业越来越不是单兵独斗，而是协同

作战，特别是新技术的出现为这种协同作战提供了更为有

利的支持。任何一个企业都应该尽可能专注于自身最具有

核心竞争力的环节或产品，通过与外部协同合作形成供应

链、供应网络关系，在整个链上实现有效的专业分工。让

专业的企业做专业的事情，既能够分散风险，特别是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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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用的风险，又能够使链上的企业能够通过专注某一个环

节或者某一个细分的产品如某种零配件，从而做到集中所

有的资源解决专门的问题，也做到精益求精，形成最优竞

争力。

6.从较少风险准备向更多的风险准备转变。就企业而

言，就是要预留各种资金，特别是提取各种风险准备金以

冲抵未来风险。当企业发生亏损后，应该先弥补亏损，也

就是当企业有利润的时候不是将利润分光吃光，而是要考

虑前补和后补亏损的可能需要。当企业有盈余的时候必须

要提足法定公积和尽可能多提取任意公积，以备未来用于

转增资本金。总之，当未来不确定性增强时，企业应该把

更多的资金和利润留存于企业，以备不测。

7.从更关注收入向更加严控支出转变。经济社会环境

越不确定，企业收入的波动就会越大，收入下降时，必须

要严格控制相应的支出，能不支出的绝不支出，能少支出

的绝不多支出，只有当支出能够带来相应的收入且收支相

抵有盈余时，支出才被视为可行。严控支出就必须对企业

所有的各项支出进行用途分析和效率分析，以及进行全面

的作业价值分析。

8.从宽松的信用政策向稳健的信用政策转变。社会经

济越处于不确定的状态，各企业的经营状况也会起伏变化，

信用风险也会随之增加。为了确保现金收支的均衡，在现

金管理上大多采取相对比较稳定的信用政策，也就是尽可

能对收入事项采取现金收入的形式，避免对方失信带来损

失。对于支付事项则尽可能采取更为灵活的形式。

9.从较关心国家重大政策变化向全面关注国家政策调

整转变。为了应对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的不确定性，国家必

然出台各种相关政策调节这种不确定性，通常来说国家政

策具有“组合拳”的特征，会涉及到企业生产经营的方方面

面。这些政策包括 ：放管服政策，“放”就是简政放权，降

低准入门槛；“管”就是创新监管，促进市场公平竞争；“服”

就是高效服务，营造便利营商环境。产业政策，也就是鼓

励和限制某些产业发展的政策，鼓励的产业会有优惠政策，

限制的产业会有各种门槛。货币政策，通常会通过资金供

给量和市场利率水平影响企业行为，当经济不太景气时，

货币政策就会相对宽松。财税政策，包括减免税和补贴等，

当经济需要刺激时会采取相对比较积极的政策。企业应该

用足这些政策。

（二）运用信息技术，实现业财信息全面整合

从财务管理的视角看业财融合，就是一切业务活动必

须要创造价值。在业务和财务没有分工的个体经营者那里，

业财必然是融合的，个体经营者进行的每一项业务都必然

要考虑实现收支相抵后是否会有盈余。但是伴随着企业内

部业务与财务分工的出现，业务关注的是如何开展业务活

动，而财务关注的是最终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正是两者

关注点的不同导致了业务部门不知道自身业务是否创造了

价值，财务部门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业务创造了价值，这就

是业财分离。这里分离的根本原因就是业务部门和财务部

门的信息由于分工而形成孤岛，解决这一问题就是要实现

业务信息与财务信息的全面对接和整合，了解不同业务与

价值创造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在过去业务信息与财务信息

各自成为孤岛的条件下，企业也采取了许多办法实现两者

之间的联系，如通过财务分析，寻找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形成的原因，从而追索至业务场景，以及通过作业价

值分析和作业成本分析寻找业务与价值形成和成本支出之

间的关系，如此等等无不说明了业财信息整合的客观必要。

业财信息整合也包含了内外信息的整合，企业业务活动最

终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分析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

最终形成原因，不能不涉及到外部环境变化的作用。

“大智移云物”和区块链等新技术为企业业财信息的

全面对接和整合提供了充分的技术基础，这些技术使得企

业不仅能够获得内部信息，也能够获得与己相关的外部信

息；不仅能够获得价值结果信息，也能获得业务原因信息；

不仅能够获得时点静态信息，也能获得过程动态信息 ；不

仅能够获得事后信息，也能获得实时信息 ；不仅能够获得

数字信息，也能获得写真信息 ；不仅能够获得原生信息，

也能获得智能加工和智能分析信息 ；不仅能够获取、加工、

分析和储存信息，也能够保证信息的可溯源和真实性。相

对于新技术的这些特征和进一步发展，现在企业所进行的

业财信息的全面对接和整合的程度是不够的。

实现企业内部业财信息全面对接和整合，必须要解决

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必须建立企业内部一体化的网络体

系，不能形成网络孤岛 ；二是在网络上必须使用通用的数

据接口 ；三是网络上流转的信息必须按照相关、有用、有

序进行结构化。依照这样的要求，目前大多数企业构造的

信息系统仍然存在缺陷 ：其一是企业建立了财务共享中心

形成了自身的网络体系，但是还没有与业务部门的信息网

络连成一体，特别是财务共享中心的网络体系还不直接延

伸至业务部门最底层和最基本的作业层面。其二是财务共

享中心所使用的软件系统并不能全面与业务部门所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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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进行链接。其三是财务共享中心所获得的信息主要是

核算场景的信息，通常是以作为企业业务活动结果的发票

为基础，按照标准的会计核算流程所形成的被标准化了的

结构化信息，而发票背后所发生的业务活动的信息并没有

纳入到财务共享中心的信息体系之中。也就是说这一信息

体系中缺少了业务场景的信息，业务活动经过的流程、每

一个流程的环节所发生的作业、每一个作业的动作及其结

果的相关信息并没有再现于这一体系之中。

目前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信息只是结果信息，

会计将业务活动结果的发票信息通过分类归纳汇总的方式

最终形成了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信息，而其成因的信息

全部被省略掉了。要实现业财信息全面对接和整合，实际

上就是要构建因果关系的信息结构或者数据结构，以资产

负债表为结果报表（反映了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通过追

索这一结果形成的原因，延伸至业务层面，从而实现业财

信息的全面对接和整合。传统的财务会计信息体系是一种

由因导果的信息或数据结构，根本的问题是原因信息只是

作为业务活动结果的发票信息，并不是终极的业务原因信

息 ；而现代化的管理会计信息体系是要构造一种由果导因

的信息或者数据结构，其目的就是找到企业财务状况和经

营成果的终极原因，因为只有找到终极原因才能发现企业

风险所在，只有发现企业风险才能发现企业价值所在，只

有通过避免和消除风险才能最终实现企业价值。正是从这

个意义出发，企业利用新技术实现业财信息的全面对接和

整合，就是要建立因果关系链的信息或数据结构，并且也

能实现财务会计信息与管理会计信息的全面对接和整合。

应该说因果关系的信息或数据结构是企业甚至所有单位的

基本结构，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正是在这一点上，企

业甚至所有单位都必须要形成因果关系的信息或数据结

构，无一例外。除了因果关系的信息或数据结构，还可以通

过人工智能的使用形成各种相关性的信息或数据结构，如

各种财务预测和分析指标或模型，它们也可以为决策提供

有用性信息。但是，相关性的信息或数据结构更多的只是

对因果关系的信息或数据结构的一种补充。原因很简单，

相关性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为了说明这种变化的原因，

仍然要回到因果性上。

“大智移云物”和区块链等新技术也能够实现企业内外

部信息的有效对接和整合。传统的财务报告信息主要是以

企业内部的信息为基础生成的，披露了企业的财务状况和

经营成果。在企业设立财务共享中心后，所提供的信息不

应只是企业内部的信息，也会涉及到企业外部的信息。宏

观上涉及到与企业有关的所有政府政策的制定部门和监管

部门，微观上涉及与企业有关的供应链上和提供相关服务

的所有企业和单位。进一步来说，外部信息不仅只是涉及

国内，也可以扩展至整个世界范围。在双循环的背景下，企

业必然会走出国门，参与到世界市场的一体化进程中，企

业走到哪里就应该把信息网络覆盖到哪里。

所以，可以看到的发展趋势是，企业必将会构建一个

巨大的信息网络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不仅能够实现业务信

息与财务信息的对接与整合，也能够实现内外部信息的对

接与整合。有了这样一个信息体系，就能把企业一切业务

活动及其形成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全面、持续、实时、写

真地展示出来，无疑会对企业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

制生产经营活动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也能够及时发现企

业运行中存在的风险，并为控制这种风险提供依据。

（三）融入双循环，实现价值共生和共享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的发展格局是国家新的战略抉择，这一战略的实施必将给

企业带来机遇，也要求企业为实现双循环提供微观基础。

企业融入双循环的发展格局中，一是要按照需求牵引供给、

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的理念，通过提供有效

供给支持内需的不断扩大，同时也要通过扩大就业、提高

员工的收入水平为内需的扩大添砖加瓦 ；二是要通过走出

国门，加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参与国际竞争，吸引和利用

全球资源，促进国内国际两个市场有效连接 ；三是要在提

供有效供给和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过程中，实现更高质量

更高水平的发展。为实现这三个方面的要求，财务管理应

发挥积极重要的作用

“十三五”期间就已经进行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所

以必要是因为需求的性质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之前

的制造业是以大规模标准化生产为特征的，需求也是大规

模标准化的。伴随着市场的进一步发展，需求侧发生了革

命性的变革，表现为个性化、多样化和多变化，这种需求

变化与以大规模标准化生产为基础的供给形成了尖锐的结

构性矛盾，从而要求供给侧进行结构性改革以适应这种变

化。首先，任何单一的企业都很难满足消费者个性化、多

样化和多变化的需求，只有在供给侧进行有效分工的条件

下实现协同整合，才能适应这一变化。每一个单一的企业

只是生产和提供消费者需要的产品的某一组件，通过核心

企业与消费者需求的及时连接，随时发现其个性化、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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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和多变化的需求，并通过这些组件的有效配置满足消费

者的需要。所有为这种消费需求提供产品组件的企业，形

成了一种价值共生关系，或者叫产品生态系统。由于有了

这样一个价值共生系统才能够为消费者提供个性化、多变

化、多样化的需求，从而真正提高供给的质量。其次，这一

价值共生系统的协同整合，离开了新技术为基础所形成的

信息网络体系也是无法实现的。新技术所形成的信息网络

体系一方面可以迅速捕捉需求者个性化、多样化和多变化

的信息，并及时反馈到价值共生系统的各成员企业 ；另一

方面可以迅速获得供给侧的价值共生系统的各成员企业的

资源信息，并通过核心企业的配置整合，生产消费者所需

要的最终产品。正如前面所述，企业只有建立业财对接整

合、内外对接整合的信息网络体系，才可能实现价值共生

系统的协同整合。这一价值共生系统是否能够有效，既要

在业务上实现分工和协作，也需要形成价值链关系，使得

共生价值最大化，价值共生系统的所有企业的财务协同就

变得十分重要。价值共生系统不仅要通过满足消费者的需

求而创造和实现价值，而且也要对创造和实现了的价值进

行分享，如果价值分享不合理必然会导致价值共生难以真

正持续实现。所以，价值共生系统财务分配的有效协同也

变得不可或缺，最终目的就是要实现价值共生系统中所有

企业的价值共享。每一个企业在国内供求关系的贯通中能

够更好地实现消费者个性化、多变化和多样化的需要，就

为国内大循环的畅通提供了基础。

国内企业不仅要为国内大循环的畅通发挥作用，也需

要主动将国外循环与国内大循环有效地贯通起来，为实现

双循环发挥应有的作用（王娟娟，2020）。主要体现在以下

方面 ：第一，要在全球范围内吸引优质资源为我所用，通

过优质资源的使用既可以实现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提高产

品的质量，进而提升企业和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也可以带来更多的价值创造和价值实现。第二，要将自身

的产品打入国际市场，企业就必须要按照国际标准生产产

品，按照国际惯例展开经营，在国际竞争中不断地提高产

品质量，提升企业形象。企业应通过参与到国际市场的供

应体系和需求体系中，实现国内的供需体系与国际的供需

体系之间的贯通，并且在全球供应链体系中应进入关键环

节，应由相对较低的一端向高端转移。在具有平行属性的

全球供应链体系中，企业要形成自身环节的核心竞争力。

在具有枢纽属性的全球供应链体系中，企业要不断地强化

自身枢纽作用。所谓平行属性，是指在全球供应链体系中

每一个环节都有其重要性，都有自身的核心竞争要素，并

形成各环节的核心竞争力。所谓枢纽属性，是指在全球供

应链体系中企业所处的环节具有连接各方的功能，处于中

心环节的地位。

为实现上述目标，企业财务管理要以世界市场为背景，

以相应的供应链为方向选择投资领域，实现国内与国外的

双向连接和贯通 ；在投资中要选择产业链的高端、具有核

心竞争力的环节或者具有枢纽作用的中心环节 ；要加大这

些环节的研发投入，始终保持企业处于不可替代的位置，

并形成持续不断的价值创造力 ；要对整个供应链进行价值

链分析，确保自身所处环节能够分享到必需的价值，并动

态地分析和发现供应链上最具价值创造力的环节，实时调

整其在供应链中的地位。在全球供应链体系中，我国企业

不仅自身要融入到国际体系中，也应该寻求世界各国优秀

企业加入到我国自身的体系中，取长补短，从而实现价值

共生和价值共享（谢志华等，2020a）。实际上，双循环或者

加入到国际供应链体系中，是一种人性的需要，没有一个

人不愿用最低的价格去购买质量最好的产品，做到这一点

就必须把有限的资源在全球进行配置，让最优秀的企业或

者企业群体获得有限资源，才能使有限的资源得到有效的

利用，从而造福于全人类。

不难看出，“十四五”开启之后，企业财务管理要遵循

稳健性的原则，进行各项财务管理活动，要以新技术为基

础构建真正业财一体化的信息体系，在企业获得可持续稳

定发展的基础上，通过搭建内外一体化的网络信息体系，

全面充分地了解全球的分工协同体系和供应链体系，发现

企业自身的价值所在，并充分地融入到这一体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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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Financial Management
——Review of the 13th Five-Year Plan and Prospect 

of the 14th Five-Year Plan

XIE Zhi-hua，  SHEN Yan-bo，  YANG Long-fei
Abstract： The 13th five-year plan ended and the 14th five-year plan set sail. China has entered 

a new stage of development. What a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inancial management during the 13th 
five-year period and what trends will be faced during the 14th five-year period？ During the 13th 
five-year plan period，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conomic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financial 
management has gone through three stages： solving the remaining problems and laying the 
foundation for transformation， implementing transformation strategy and promot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coping with the challenge of epidemic situation and getting out of practical 
difficulties. In each stage， financial management has played its due role. During the 14th five-
year plan period，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new technology， the new 
pattern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double cycle development， the two-way interaction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financial management will continue to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ree aspects： focusing on risk prevention， promoting sustainable and stable 
development； usi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realizing comprehensive integration of business and 
financial information； integrating into double cycle， and realizing value symbiosis and sharing use.

Key words： financial management； review of the 13th five-year plan； prospect of the 14th five-
year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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