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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全面预算管理理念引入我国的时间相对较晚，但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和完善，已经形成了具有一定指导

作用的全面预算管理理论体系，且在具体实践中也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作为企业经营战略的价值导向和

战略指引，全面预算管理在企业管理活动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如何利用有限的资源实现企

业长远发展、形成战略规划为主的发展思路至关重要。本文从全面预算管理的概念界定出发，以HK公司

为例，结合其全面预算管理的现状，针对HK公司的战略目标并结合其经营管理的现状，采用战略地图与

平衡计分卡的方式实现预算管理与公司战略的有效对接，旨在助力HK公司战略规划的落地实施，以期帮

助公司更好地开展预算管理工作、提高公司的运营效率，满足公司的发展愿景和长期规划，从而实现公

司的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 

战略导向，全面预算管理目标，HK公司 

 
 

Optimization of HK’s Overall Budget  
Management Objectives Based on  
the Strategic Orientation 

Lele Huang 
School of Management, Hebei GEO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Hebei 
 
Received: Mar. 14th, 2024; accepted: Mar. 26th, 2024; published: Apr. 30th, 2024 
 

 
 

Abstract 
The concept of overall budget management was introduced into China relatively late, but af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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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arly 30 years of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a theoretical system of overall budget man-
agement has been formed with a certain guiding role, and good results have been achieved in spe-
cific practice. As the value orientation and strategic guidance of enterprise business strategy, overall 
budget management plays a pivotal role in enterprise management activities, so how to use limited 
resources to achieve the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and form strategic planning-based 
development ideas is very important. Starting from the definition of the concept of overall budget 
management, this paper takes HK as an example, combin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HK’s overall 
budget management, and adopts the strategy map and balanced scorecard to achieve the effective 
docking of budget management and corporate strategy according to the strategic objectives of HK 
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its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aiming to help HK better carry out budget 
management, improve the company’s operational efficiency, meet the company’s development vision 
and long-term planning, and achiev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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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全面预算管理相关概述 

1.1. 战略和全面预算管理概念界定  

战略是企业结合外部市场环境和企业内部运营状况而制定的公司目标，它是依据企业的生产经营特

点、企业所处生命周期进行适时调整发展目标并确保发展目标得以实现的动态过程。 
全面预算管理是一种综合性管理方法，旨在将企业的战略目标、规划和财务预算紧密结合，以实现

战略目标的有效实施和资源的最佳利用[1]。 
全面预算管理体系应贯彻落实企业中长期和短期的发展战略，通过对全面预算管理体系的不断完善，

可以解决企业在管理中目标不清晰、管理不到位的问题，从而确保预算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全面预算

管理体系主要包括五个部分，分别是预算管理组织、预算目标、预算编制、预算执行与控制以及预算分

析和考评。如图 1 所示，全面预算管理体系所包含的五个部分相互联系、彼此制约。 
 

 
Figure 1. Overall budget management system 
图 1. 全面预算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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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企业战略与全面预算的关系 

企业战略对企业的全面预算管理具有导向作用。以战略为导向的全面预算管理，能够将战略目标与

预算管理相融合，将预算管理作为企业战略落地的重要管理工具之一[2]。全面预算管理的应用可以帮助

企业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推动企业的良性发展。因此，企业需要战略目标指导企业预算编制、执行和

考评等活动，以确保企业的预算管理与战略目标相匹配。 
企业战略与企业预算管理相辅相成。企业战略能够为公司全面预算管理工作的实施指明方向。同时，

公司制定战略性发展目标可提升市场竞争力，将战略导向和全面预算有机融合，可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3]。全面预算管理是企业战略实施过程中有效的管理工具，通过对全面预算管理的事前、事中和事后的

控制和反馈，企业可以根据现存的问题，及时准确地调整企业发展战略，即企业全面预算管理实施过程

中也能够对企业战略的落实具有反向调节作用。 

2. 全面预算管理在 HK 公司的实践应用 

2.1. HK 公司简介 

HK 公司是一家国内实力较强的制药公司，主要从事医药研发、制造、分销及零售等业务。该公司药

品生产是医药行业五大集团之一，是国内最大的非处方药品制造商。该公司的主要业务位于本行业的前

端，拥有广泛的业务网络，在国内 28 个省市拥有 300 余家子公司和 200 个以上的物流中心。 
2022 年，HK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541.1 亿港元，净利润 78.4 亿港元，在《财富》中国 500 强排行榜

中位列第 65 位。HK 公司从 2021 年开始实施“十四五”战略规划，并围绕“研发创新、卓越运营、扩大

发展、人才与组织”四个主题贯彻落实行动计划。 

2.2. HK 公司全面预算管理现状 

1) 全面预算管理组织机构设置：① 董事会。作为决策机构，其主要职责包括组织有关人员进行目

标预测；审查和研究各项预算内容；制定预算管理的相关政策、制度；审批各预算责任单位年度预算执

行和考评。② 财务管理部。作为公司预算管理的综合管理机构，其主要职责包括负责各组织机构预算的

编制、审核与汇总，将预算上报董事会审批，并将批复后的预算下达各责任单位；监督各责任单位的预

算执行情况，及时分析预算执行差异；负责各预算责任单位财务指标的业绩考核。③ 各预算责任单位。

作为负责人对本单位的预算进行负责，带头组织本单位的预算编制，落实公司董事会的意见；负责本单

位预算内容的执行、分析与考核。如图 2 所示。 
 

 
Figure 2.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of the company’s budget 
图 2. 公司预算组织结构 

 
2) 全面预算目标的设定。① 合理配置公司资源，落实公司年度发展战略。② 控制公司运营风险，

降低运营成本。③ 将预算执行情况纳入绩效管理，激发公司员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3) 全面预算的编制。公司在进行预算编制时，按照自上而下、上下结合、分级编制、逐级汇总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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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进行。全面预算的编制大致流程：① 财务管理部拟定预算工作编制方案并组织实施。② 各预算责任

单位按照预算编制方案编制单位预算，并按时将预算资料提交至财务部进行审核与汇总，平衡、编制预

算草案，并报公司董事会审查。③ 预算草案审查通过，报公司总部财务管理部。④ 将预算方案向公司

董事会汇报，根据董事会意见和建议进行修改与完善后，上报 HK 公司总部。⑤ 公司总部根据集团商业

计划批复下达预算指标，财务管理总部据此编制正式预算并上报 HK 公司总部，正式预算须经公司董事

会批准。⑥ 财务管理总部向各子公司下达预算批复。 
4) 全面预算的执行和控制。公司预算经董事会审批后，各预算责任单位严格按照规定和流程执行预

算，财务业务部门与内部审计部门对预算的执行进行监控，执行与控制的具体内容如下：① 对主要财务

预算指标进行监控。财务部门按季度汇总各预算责任单位的预算执行情况；财务部门按季度编制财务分

析报告，分析主要预算指标的完成情况，发现并及时反馈问题，为公司领导层提供决策数据。② 预算内、

超预算和预算外资金的审批。预算内：按照费用报销管理办法执行。超预算和预算外的资金支出须提交

《超预算、预算外支出审批表》，并按分级审批制进行审批。如表 1 所示。 
 

Table 1. Approval of over- or extra-budgetary expenditures 
表 1. 超预算或预算外的支出审批 

额度分级 审批 

10 万元以下 主管副总、财务副总负责 

10 万元至 30 万元以下 总经理 

30 万元及以上 公司董事会负责审批或管理团队成员 

数据来源：公司官网。 
 
3) 全面预算的考核与评价。预算执行情况不仅对下一步预算的制定至关重要，还会涉及预算执行者

的积极性，为了客观公正地考核与评价预算的执行情况，赏罚分明，鼓励先进，充分调动全员预算执行

的积极性，将预算的执行情况纳入到公司的绩效管理中。预算计划下达至各预算责任单位后，财务管理

部按照季度编制各个预算单位的具体执行情况，及时反馈给各预算责任单位；财务管理总部按照年度汇

总各预算单位预算考核量化指标的完成情况，并将具体情况汇报至公司董事会，作为公司各预算责任单

位的绩效评价主要依据。 

3. HK 公司全面预算管理目标的主要问题 

HK 公司应将战略管理和预算管理进行有效结合，以确保公司完整准确地进行战略实施，优化公司的

资源配置，从而提升其市场竞争实力。公司应实施全面预算管理制度，以合理规划公司经营活动的未来

走向，使企业能够依照战略目标的规划进行，但 HK 公司的战略目标未能充分发挥其在预算管理中的导

向作用，主要存在以下几点问题。 

3.1. 预算管理缺乏全面性 

全面预算管理范围较广，涉及日常经营、投资及资金使用情况[4]。公司在制定预算目标时，过于强

调可量化的财务指标，而对非财务指标缺乏清晰的认知，容易忽略客户、内部业务流程以及学习和成长

三个维度对财务指标的重要影响。HK 公司虽长期制定和实施预算管理目标，但仍保留传统的预算管理观

念，仅注重短期财务指标，无法根据长期战略目标为公司的未来发展制定科学合理的规划，也未能为公

司长期战略目标制定明晰、可衡量的具体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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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预算目标与战略目标相互脱节 

战略目标是实现企业长远发展的蓝图，制定清晰的战略目标能够使公司各部门进行高效决策。长期

以来，企业的战略目标与全面预算管理目标不匹配的现象十分突出，部分企业的两个目标之间甚至存在

较大的冲突[5]。由于 HK 公司未对战略发展体系给予高度关注，导致预算目标与战略目标未能有效衔接，

所以无法通过战略目标对预算的执行和控制进行有效管理。 

3.3. 管理层重视程度不够 

虽然很多集团公司意识到全面预算管理在促进企业发展中起到的重要作用，但仍然存在对预算管理

意识不深这一问题[6]。HK 公司的各部门经理对预算理解不充分，对全面预算的作用缺乏足够的重视，

对预算的组织和执行缺乏深入的了解，导致其在设定预算目标时缺乏全面、深入的思考，过于重视短期

业务目标，致力于提高所属部门的经营业绩，从而影响预算的准确性和有效性，却忽视公司的长期战略

规划。 

3.4. 各层级责权不明确 

管理预算强调面向团队、落地实施、分解预算、落实责任[7]。预算指标的逐级分解能使基层员工拥

有更充分的自由决策权，有助于公司各部门积极主动地承担指标责任，从而为公司创造价值。而 HK 公

司虽已制定出符合自身利益的长期战略，但由于其尚未形成具体的规章制度和责任分解清单，无法为公

司战略目标的实现提供有效保障。因此，当公司预算出现问题时，容易产生部门间相互推诿、无法明确

责任主体等一系列问题。 

4. 基于战略导向 HK 公司全面预算管理目标的优化方案 

4.1. 完善公司战略目标 

为了实现“十四五”战略目标，HK 公司将继续围绕慢病业务、专科业务和输液业务进行展开，明确

公司中长期和短期的战略目标，如表 2 所示，旨在克服成本上涨、研发投入加大的影响，实现收入和利

润的稳健增长。 
 

Table 2. Strategic objectives of the company 
表 2. 公司战略目标 

开展业务 中长期目标 短期目标 

1) 慢病业务 
主要聚焦在慢病领域，继续丰富药品种类，逐步形成以慢病

治疗药物为主的产品群，确保公司在慢病业务上的竞争优

势。 

慢病业务收入每年同比增长 10%； 

非采集的差异化慢病产品收入增长 7%； 
国家采集类慢病产品收入增长 15%。 

2) 专科业务 
通过自主研发、产学合作、公司并购等多种产品获得形式，

以临床价值明确差异化产品为主，聚焦儿科、肾科、精神/
神经等领域，逐步拓展专科业务领域布局与产品线。 

专科业务收入每年同比增长 7%； 
儿科用药领域收入同比增长 5%； 

肾科用药领域收入同比增长 8%； 
精神神经领域收入同比增长 9% 

3) 输液业务 

坚持从管理、工艺、质量和装备方面追求输液的高品质产品，

提升生产线自动化水平，提质增效，打造低成本、大规模的

输液产品生产基地，确保输液业务继续保持盈利水平的稳

定。 

输液业务收入保持每年同比增长 3%。 

数据来源：公司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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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基于战略地图分解公司战略目标 

战略落地难是困扰企业长远发展的一个共性问题[8]。为保证公司战略的落地实施，HK 公司需对既

定的战略目标进行分解，结合公司现有的人力和运营资源，通过运用战略地图使战略目标划分更加具体

详实，再运用平衡计分卡从财务、客户、内部业务流程以及学习与成长四个维度分析影响公司战略的重

要因素，并通过把握各要素之间的联系，以期使公司战略更好地为公司经营发展提供服务。 
1) 财务维度。基于战略地图，HK 公司财务维度的目标是提升经济附加值，实现公司价值的最大化。

这需要公司增加营业收入、降低运营成本、提高资产利用效率、优化公司资产结构。HK 公司可以通过加

强研发、生产和销售的一致性管理，保持公司战略产品种类的增长，致力于输液市场份额的提升；加强

营销费用的管控，致力于持续减少营销费用的占比；加强公司精细化管理，优化升级产品的工艺和装备，

致力于生产成本的控制与降低；优化生产基地布局，致力于提高各生产基地的产能和效率；推进原料制

剂的一体化，加快新产品的研发和生产成本的节约；进行数字化的转型升级，运用信息化来支撑企业的

高效运营与创新发展。 
2) 客户维度。基于战略地图，HK 公司客户维度的目标是进一步提升客户价值，充分挖掘目标客户

的潜在需求，提高客户服务质量，提高客户信服力和回购率，通过老客户的口碑为公司树立良好的商业

信誉。这需要 HK 公司充分关注现有产品的价格、供货速度、服务质量和产品创新等多个维度，通过提

高服务质量，培养良好的客户关系进一步提升客户的认可度。 
3) 内部业务流程维度。内部业务流程维度主要包含运营管理、客户管理、创新管理和法规及社会管

理四个方面。运营管理方面，公司要不断提高产品的质量，围绕公司的核心优势资源，积极拓展产品的

合作与引进，提升公司的市场竞争实力。客户管理方面，公司应基于客户对公司利润贡献度的不同进行

分级管理，同时不断更新和完善公司的客户信用评价体系，在保持老客户的基础上吸收新客户，通过消

费群体的扩大来提高 HK 公司的市场占有率。创新管理方面，HK 公司应继续对肿瘤、儿科和罕见病领域

保持关注度，加快创新技术和先进产品的开发与引进。法规及社会管理方面，HK 公司要遵守相关法律法

规，高度重视产业、产品安全的前提下，秉持节能环保的发展理念。 
4) 学习与成长维度。公司不能局限于短期利益的获取，HK 公司实现长远发展则需要不断学习与创

新。学习与成长维度的目标是对现有的人力资本和信息资本持续进行深化和变革，不断优化公司的资源

配置，加强对于公司经理人等人才队伍的建设，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竞争实力。 

4.3. 运用平衡计分卡制定公司具体预算目标 

平衡计分卡的优势在于，它可以将企业战略分解为相应的驱动因素，并形成绩效评价指标，这些指

标是具体的、因果的、平衡的，从而实现与战略目标的有机整合，消除预算管理的弊端[9]。运用平衡计

分卡可以将公司的预算目标量化成具体的绩效指标和目标值，使公司的战略目标分解为可实施的小目标，

建立以财务指标为基础、非财务指标为辅助的预算管理机制，可以有效解决公司战略制定与战略实施相

偏离的问题。 
1) 财务层面。公司战略对公司业绩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财务指标上，例如：公司的运营能力、盈利能

力、偿债能力和发展能力。HK 公司选取销售量和净利润作为财务层面的指标以判断公司的营业收入是否

增加。随着慢性病数量的增加以及行业市场需求的变化，公司应加大新药的研究与开发，在丰富药品种

类的同时拓宽公司的销售渠道，增加公司的营业利润。此外，HK 也要重视生产成本的控制，不断调整和

优化公司内外部的资产结构，通过间接方式增加公司的营业利润，实现促进公司价值增加的目标。 
2) 客户层面。客户是公司利润的来源，要想持续发展、提高公司的市场份额，HK 公司需要提供符

合市场需求的优质产品。基于客户角度，将客户满意度作为衡量其服务质量的主要指标，通过可靠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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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质量和完善的售后服务提升公司的商誉，树立良好的公司形象。基于公司长远发展角度，HK 公司应对

药品行业的未来发展趋势进行具体的分析和把握，了解目标客户群的相关需求，统筹自身的运营资源、

人力资源，逐步提升自身的市场占有率。 
3) 内部流程层面。内部层面旨在关注公司的内部运作，HK 公司通过建立完整的内部流程机制，科

学选择与其自身战略目标相匹配的具体预算指标，并将预算指标全面应用到公司的业务流程中，通过技

术革新与流程的优化，提升公司内部的生产运行效率。 
4) 学习与成长层面。致力于实现公司的战略目标，公司全员皆需不断学习提升专业素养以适应经济

市场的发展。HK 公司通过创建内部学习组织，充分发挥公司员工的创造性思维，有助于提高公司的人才

质量。学习与成长层面的投入可以为公司提供更加持久的发展动力。一方面，要将学习培养的重点落在

基层员工或新员工上，着重培养他们的战略管理思维，使其具备基本的管理能力，培养和壮大核心技术

的人才队伍，扎实提升公司团队的专业化水平。另一方面，应构建预算管理信息系统，对于核心业务部

门进行流程的升级再造，不断更新与完善原有数据库、过滤冗余数据，实现公司预算管理信息化，进一

步提高公司的运营管理水平和工作效率。如表 3 所示。 
 

Table 3. Design of HK balanced scorecard indicators 
表 3. HK 公司平衡计分卡指标设计 

内容 驱动因素 战略指标 绩效指标(KPI) 

财务层面 

增加营业收入 
降低成本 
提高收益 
降低风险 

增加营业额 
降低运营成本 
增加净利润 
较少坏账 

营业收入增长率 
成本降低率 
净利润增长率 
坏账损失率 

客户层面 

服务客户 提高顾客满意度 

客户满意率 
客户流失率 
客户投诉率 

保障安全 保证产品质量安全 确保质量 100% 

优质客户 
增加优质客户 
拓展客户价值 

市场占有率 
大客户增量 

内部业务层面 

技术研究 
技术研发 

缩短作业周期 
新技术节约成本率 
年度目标完成率 

优化流程 
提高工作效率 
资产配置效率 

工作效率 
资产配置率 

学习与成长层面 

战略人才储备 员工培训 培训时长 

企业文化 
提高团队凝聚 
提高员工满意度 

组织团建活动 
核心员工保有率 

信息建设 提高信息化水平 信息体系完成 

员工素质 提高员工素质 员工培训次数 

4.4. 按公司层级逐级分解预算指标 

通过对预算指标进行逐级分解，将公司的战略目标进行落地，同时做好内部层级之间的沟通与协调、

优化公司内外部的资源配置，促使各部门实现协同发展。HK 公司采用四层级预算指标体系，即集团级、

https://doi.org/10.12677/mm.2024.144090


黄乐乐 
 

 

DOI: 10.12677/mm.2024.144090 771 现代管理 
 

公司级、部门级和岗位级。HK 公司将制定的战略目标进行分解得到集团级负责的预算指标；各个子公司

负责的预算指标由集团公司预算指标和其自身设定的预算指标组成；集团级预算指标、公司级预算指标

与各部门的预算指标相结合构成部门级负责的预算指标；将三个层级的目标细分到可以量化的指标就是

岗位级负责的预算指标，随着公司内部不同岗位职责和业务范围的变更进行动态调整。预算目标的构成

情况，如图 3 所示。 
 

 
Figure 3. Breakdown of budget objectives 
图 3. 预算目标分解 

5. 结论 

战略为企业全面预算管理指明了方向，而全面预算管理则是实现战略的有效保障。基于战略导向

的全面预算管理目标的制定将企业战略和预算管理二者进行有效衔接，使预算目标紧紧围绕企业战略

规划展开，将战略规划贯穿于企业整个生产经营过程中，可以有效促进企业战略规划的贯彻和落实。

本文以 HK 公司的战略目标为出发点，发现公司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预算管理与战略规划互相脱节，从

而影响预算目标拟定和考核指标设置的有效性。通过强调战略规划与预算管理二者之间的联系，将公

司的预算管理与战略规划相结合，使 HK 公司基于战略导向的全面预算管理目标得以优化，对于其实

现高质量发展极具现实意义。此外，HK 公司也为我国医药企业实施全面预算管理提供了良好示范，具

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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