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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会计在山西省实践应用的几点思考

3.坚持平台运作。成立管理会计

入企服务工作室，建立稳定、持续的

协作平台，通过定期的推进会议、小

组交流、特聘专家指导、中期汇报、课

题结题、绩效评价等方式，确保项目

立得住、走得稳、扎得深。

4.坚持持续深耕。建立长效工作

机制，巩固管理会计应用效果，汇编

出版优秀案例成果，开展入企服务项

目跟踪服务并积极广泛开展宣传工

作，推广管理会计应用。

二、山西省推进管理会计实践

应用取得的成效

第一，对管理会计的认知水平显

著提升。目前，在全省形成了良好的

管理会计应用氛围，对管理会计的推

进也突破了单纯由财务部门牵头的局

限性，在入企服务的6家企业中，均由

集团高层甚至一把手亲自组织项目实

施，企业主动应用管理会计的思路和

方法提质增效、优化管理的意识显著

提升。

第二，入企服务项目转化成效显

著。在立项研究的17个课题中，超过

80%以上的项目形成了较为完善的解

决方案，并被企业所采纳，管理会计

入企服务的示范效应得以凸显。

第三，管理会计人才队伍初步形

成。以管理会计入企服务专家团队和

山西省会计领军人才为基础，通过入

企服务为山西省管理会计理论应用与

实务操作培育专门人才和后备力量，

带动企业、科研机构、政府部门等持

一、山西省管理会计实践应用

2015年山西省印发《山西省全面

推进管理会计工作实施方案》，提出

要建立符合山西省企业、行政事业单

位特点和实际的管理会计应用体系；

2017年联合省内外知名管理会计专

家共同成立山西省管理会计专家工作

室，开启专家“入企服务”帮扶计划。

在相关政策指引下，总结、分析、提炼

试点单位的经验做法，构建具有山西

特色的管理会计案例示范指引体系，

使管理会计真正融入山西的管理文

化，实现“本土化”运作，促进山西经

济转型升级。山西省管理会计入企服

务坚持问题导向、协同创新、平台运

作，持续深耕，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

的管理会计实践路径。

1.坚持问题导向。管理会计入企

服务以企业面临的实际问题为导向，

采用命题作文的方式开展研究，内容

涵盖成本管理、资源整合、财务共享、

资金管理、财务转型等多个领域，6家

大型集团企业共设立17项入企服务课

题，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目标，推进管

理会计深入开展。

2.坚持协同创新。2017年6月，由

81名省内外行业专家、高校名师、一

线财务工作者等多领域优秀人才组建

了管理会计专家团队，召开全省管理

会计专家团队入企服务工作对接会，

开启了管理会计专家团队“一对一入

企帮扶”项目。通过政产学研用各方

力量的协同合作，开展创新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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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开展管理会计研究和应用工作。

三、山西省管理会计实践应用

推进过程中存在的困难

1.管理会计理论和方法与企业实

践结合存在一定障碍。通用的管理会

计工具和方法需要嵌入具体的实践场

景才能发挥出价值，相对于日新月异

的商业模式和经济活动，管理会计工

具和方法的滞后性尤为突出，特别是

数字化发展和“双碳”目标的提出，为

管理会计的应用提出了新的课题，山

西省以能源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需

要创新管理会计思维，实现管理会计

理论和方法与企业实践的深度融合。

2.管理会计的推广和应用还存在

较大难度。管理会计的运用涉及到组

织、人员、流程、数据、资源配置的系

统性管理活动的变革，因此，需要动

员各方力量，统一认知，形成合力。在

实施过程中，面临着业务流程重组、

管理控制体系创新、组织机构调整、

模式方法创新等一系列新的问题，需

要兼顾企业战略规划、经营决策、控

制执行等各层级需求，找准突破点，

精准发力。

3.管理会计信息化、数字化程度

有待提高。在当前以“大智移云物”为

代表的新一代IT浪潮的冲击下，以财

务共享为代表的新型财务组织正在成

为支持管理会计应用的基础。山西省

信息化建设的基础相对薄弱，数字化

程度偏低，制约了管理会计应用的场

景，管理会计信息系统的建设存在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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