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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信息技术日益发达和全球资源整合的背景下，建设财务共享服务中心与业务财务融合一体化是企业财

务转型的必由之路。本案例深入分析蒙牛集团基于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的业财融合实施建设全过程，旨在

阐述财务共享模式下业财融合的建设动因、建设路径、建设重点与难点与及应对方法，并认识到财务共

享与业财融合的实施对企业成本管控，盈利状况，资金管理等的有利影响，并进一步对未来财务转型的

发展方式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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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increasingly develope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global resource integra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a financial shared service center and the integration of business and finance is 
a necessary path for the financial transformation of enterprises. This case is an in-depth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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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whole process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financial integration based on the financial shared 
service center of Mengniu Group. The purpose of this case is to explain the motivation, construc-
tion path, construction focus and difficulties, and response methods of financial integration under 
the financial sharing model, and to recognize the beneficial effects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finan-
cial sharing and financial integration on the cost control, profitability, and capital management of 
the enterprise, and to further discuss the development methods of future financial transformation. 
The seminar explored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financial 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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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简介及蒙牛集团基本概况 

1.1. 背景简介 

随着全球化和互联网的发展，共享经济成为了当今世界经济的一个重要趋势。共享经济不仅为消费

者带来了更便捷、更经济和更优质的服务，同时也为企业提供了更多的商业机会和发展空间。企业的财

务会计信息系统日益完善，但是相应的管理会计却难以及时匹配，使得企业的经济发展受到阻碍。在这

种大背景下，许多企业开始注重实现业财融合，以实现财务战略的最大化。 
2008 年发生三聚氰胺事件后，消费者对国产奶粉产生了很大的信任危机，这一事件对国内乳制品行

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严重阻碍了国内各大知名的乳制品品牌的发展。作为中国乳制品业的龙头企业之

一的蒙牛集团也受到该事件的重创。也就是在这一年，蒙牛集团发生了利润亏损，这是自 2004 年上市以

来的首次亏损，金额高达九亿元人民币。蒙牛此时还面临着被外资收购的危险，可谓是内忧外患。但随

后蒙牛集团的经营出现了转机，这源于中粮集团在 2009 年 7 月加入蒙牛，二者达成了新的合作模式，这

给蒙牛的经济发展带来了生机。此后，蒙牛为了进一步促进集团发展，坚持走财务创新之路，努力实现

财务与业务的融合，借助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推动公司的财务数字化建设和智能化转型，为实现财务

战略的落地打下坚实的基础。同时蒙牛集团也在不断进行新的财务变革。 

1.2. 蒙牛集团基本概况 

内蒙古蒙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成立于 1999 年 8 月总部位于内蒙古呼和浩特和林格尔盛

乐经济园区的乳制品供应商，是国家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乳制品行业龙头企业。蒙牛集团是在香

港 2004 年上市的。近年来，蒙牛非常重视整合全球优势资源，并且将战略目标放眼全球，先后与丹麦

Arla、法国 Danone、美国 WhiteWave 等国际知名乳业达成战略合作，致力于达到全球乳业先进管理水平。

2009 年 7 月，国内最大的粮油食品企业中粮集团出资收购蒙牛 20%的股权，成为蒙牛大股东中占据第一

位。中粮集团的加入，使蒙牛的战略定位更加前沿化，推动了蒙牛原料选取、食品质量、产品销售等方

面的国际化与一体化进程。 
在蒙牛国际化和数字化的战略定位下，企业经营模式也在向标准化、系统化、智能化方向发展，蒙

牛采取财务转型这一关键举措以改进经营模式。在这种情况下，蒙牛借助财务共享模式有效利用并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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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资源，将财务人员从传统的监督核算的工作转变为信息管理者与战略规划者，由财务数据结合业务

数据，有效推动业绩加速，实现财务业务双高效的同时也促进了业务财务的一体化。 
蒙牛集团经营规模庞大，在多个省区建立了生产基地与工厂。管理层级的冗杂，数据信息的多样性

也使得此次财务转型的难度较大，主要表现为：一是人员安置问题。财务共享中心的搭建涉及到各个分

支机构的人员变动，这其中必然涉及到人员增减问题，将导致管理成本增加，对已经适应工作地点与环

境，并已经在当地安家的员工进行迁移是一个难点。二是流程创新。如何在财务共享的基础上对已有业

务操作流程进行创新优化，进而实现业财融合与效能最大化，这也是建设过程的基础与重点。三是变革

管理。财务共享中心的建设不单单只涉及到财务部门，业财融合的过程更是会牵涉到业务部门，而与业

务相关的有各个层级与组织，这需要集团上下进行协调统一，全方面进行交流沟通。 

2. 财务共享，组织变革 

2.1. 方案设计 

考虑到蒙牛的经营规模大，财务转型涉及人员多的特点，蒙牛财务共享的实施范围涵盖 49 家法人公

司，整体方案设计采用“整体设计、分步实施”，对应着 33 个核算单元。在经过实地考察、流程设计与

系统评估后，蒙牛财务共享服务中心在流程效率、财务内控、业务支持三大维度上，共计梳理出 35 项变

革提升点。整个设计过程以现有公司的经验和蒙牛的具体情况为基础，对中心的位置、员工的安置和职

责的分配都有具体的计划。 
在中心的选址方面，蒙牛集团没有效仿之前已经完成中心建设的公司。没有将其设在信息技术水平

高、文化发达的地区，而是将金融服务共享服务中心建在了集团总部，并充分考虑了人员的保留和实施

效率。 
在员工安置方面，财务中心的建立导致总部的人员需求增加，各分支机构的人员数量减少。这需要

员工适应新的工作场所。对此，蒙牛优先解决地方上的人员配置问题，优先考虑安排好财务部门的工作

人员，然后为有空缺的岗位积极联系各个单位部门，挑选合适的岗位安置，由此顺利解决员工安置方面

的问题。 
对于职责分工方面，则充分考虑到共享财务和业务财务的职能分工，结合财务集中处理的特点和实

际业务情况进行分析评估，将容易集中处理的业务纳入共享财务，而将比较独特个性化的业务和难以标

准化的业务归类为业务财务。 
在财务共享服务中心建立之后，考虑到共享中心与各分部单位的业务差异化大，交接内容复杂，人

员迁移量大，为了保证共享中心运行的高效开端，蒙牛集团选择了“先试点，后整体”的现场迁移方式。

第一个试点单位定为距离共享中心所在地较近的核算群体，完成对本单位财务工作的整合分析，以及业

务整合的全覆盖。在共享系统上线后，蒙牛结合试点经验，在各个分部公司都成功地完成了财务共享运

用。 

2.2. 架构设置 

蒙牛致力于打造一个全球化、数字化的乳品企业，而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的建设是实现蒙牛战略定位

的重要一步。共享服务中心的建立将把蒙牛的生产基地和工厂的财务工作集中起来。这将打破组织壁垒

和“信息孤岛”，实现了部门和工厂之间的跨组织整合，真正实现了整合公司整体的有效资源配置，加

强了财务监督和内部控制[1]。在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的架构设置下，财务人员与业务人员对于工作处理上

也面临着新的挑战，掌握了标准化的信息处理能力不仅能让自己工作效率大幅提升更会促使企业整体的

规模化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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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牛集团有五个主要的业务循环部门来负责业务对接处理，还设立了两个主要负责服绩效、流程优

化、文件管理和备份支持等的支持部门。见下表 1。 
 
Table 1. Mengniu finance shared architecture setup 
表 1. 蒙牛财务共享架构设置 

 架构 具体职责 

业务处理 

总账报表部 负责一般总账核算、月末关账、成本核算、报表编制 

费用报销部 负责个人借款、备用金核算、费用报销核算、员工信用管理 

采购应付部 负责预付款、应付款核算、发票校验、对账和应付账龄分析 

销售应收部 负责应收核算、收入核算、内部调拨销售核算、实耗法进项税计算 

原奶资产部 负责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无形资产、低值易耗品核算、奶款结算 

运行支持 
服务支持部 负责质量管理、流程优化、系统运营与维护、主数据维护 

运营管理部 负责共享中心客服、档案管理、培训管理、服务绩效管理 

2.3. 流程再造 

蒙牛通过对已有工作流程与试点单位运行的分析与考察，结合实际业务处理分析每一流程需要进行

的更改与完善，在每一流程的工作人员的具体操作的考量下进行可行性分析，通过对流程不断的改进，

力求流程运行规范化，保证整体系统的完整有效运行[2]。 
蒙牛集团财务共享服务中心以公司核心组件(SAP-ECC)为基础，以“综合管理报表平台 + 通用操作

平台 + 审批流程管理工具 + 影像传输管理系统”为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的主线，整合资金、人力资源、

预算系统等八个系统，构建完整的业务和财务数据流信息平台。 
在信息化平台上线后，过去繁杂的单据审核业务与费用报销业务得到了最大改善，所有报销事宜都

可以在系统中实现自动流转，报销通过 OPEN TEXT 承载影像与线上和手机端审核，信息传递在影像支

撑下，由 BPM 流转加之短信提示保障单据审核效率与费用报销的真实性、合规性。 
以票据审核与费用报销的流程再造为例(见下图 1)，蒙牛为了保证票据审核的真实性，在财务共享中

心专门设立票据审核岗位，由各个子公司通过共享系统传输电子票据，票据审核人员对票据进行集中处

理，对各类业务票据有序查验并归档。在票据查验归档后，影像系统发挥扫描与分类存储功能，防止信

息丢失。影像扫描完成后，费用报销申请人进入申请费用审批流程，业务人员可以在线上自行完成审批。

相应审批手续传输到集中支付端，再有端口的工作人员进行流程的核对与确认。审核流程无误后，付款

信息导入集团资金系统，付款银行收到付款指令生成银行回单与明细。费用报销完成后，账务处理系统

识别账务并生成会计凭证与会计科目，总账复核人员将银行回单与会计凭证导入 ERP 系统，正式形成账

务处理记录。 

2.4. 重建组织，业财融合 

经过一年多的试点运行，蒙牛的联合财务服务中心已经步入正轨。在财务转型前，蒙牛的财务人员

分散在不同地区的不同子公司内，信息整合度低，工作效率低，也不能深入分析数据与进行总结[3]。 
在财务转型后，财务工作从分散的财务模式过渡到集中控制，使得从文件审查到报告定稿的效率大

大提升。处理效果见下表 2。 
从表 2 可以看出，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的建立，促进了蒙牛业务运营的改善。在共享业务的人员效率

方面，由于财务共享消除了财务重复工作，提高了工作流程的集中度，2016 年底，323FTE 工作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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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Finance shared service center expense reimbursement process 
图 1. 财务共享服务中心费用报销流程 

 
Table 2. Mengniu group industry and finance integration business processing effectiveness data 
表 2. 蒙牛集团业财融合业务处理效果数据 

事项 
效率变化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人员规模效率  提升 25% 提升 35.8% 

单据审核时效 26 小时 18 小时 11.8 小时 

客户满意度 44.1% 74.4% 86.1% 

付款审核时效   提升 70% 

管理报告完成时间 
合并报表 10 日  7 日 

管理报告 16 日  12 日 

公司财务职能时间占比 
决策支持时间 20%  49% 

交易处理时间 41%  15% 

 
共享业务由 241 人完成，2017 年 363FTE 工作量由 233 人完成，工作效率累计提高了 35.8%。BPM 审批

流程还将审查单据的时间从开始时需要花费 26 小时减少到 2017 年的耗费 11.8 小时，并将审查付款的时

间提高了 70%。业务处理的效率使客户满意度从 2015 年的 44.1%提高到 2017 年的 86.1%，累计提高了

42 个百分点。财务共享服务中心高效的数据处理也缩短了管理报告的时间，完成合并财务报表的时间从

10 天减少到 7 天，管理报告的时间从 16 日改善到提前至 12 日。此外，财务人员处理交易的时间大大减

少，使财务人员能够将更多的精力用于财务决策，用于决策支持的时间从 20%增加到 49%，有利于公司

做出正确决策推动长期可持续发展。 

2.4.1. 部门整合，明确分工 
2017 年，随着新任总裁卢敏放的上任，蒙牛组织架构发生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为了蒙牛三年后的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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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目标与持续性的高效运营，蒙牛对组织架构进行重大调整。将原本的业务核心板块拆分成常温、低温、

奶粉、冰品等独立事业部，由整体管控变为专业化职能管理。这样的事业部制使企业总体管理更高效，

同时也使各事业部之间相互竞争，从而提高企业的营业收入。 
事业部制的产生不仅仅让业务部门发生了改变，还将业务财务由统一的职能型财务转变为各自独立

的事业部财务。在这样的情况下，对各事业部的财务人员技能要求会更高，不仅要掌握财务信息的分析

处理，更要注重数据信息的挖掘，深入了解财务与业务的相关性，从数据处理者转变为数据管理者，助

力事业价值管理的提升[4]。这样的高要求对原本的财务组织来说是一个挑战，集团需要重整财务组织，

组建高效高能团队。 
从下图 2 中可以看到，首先，蒙牛对财务管理部与经营管理层进行整合形成新的财务管理部，在全

面预算管理的体系下，通过对财务及非财务信息的整理，便于协调与控制企业各个活动，在对企业资源

的合理配置下完成企业的经营目标。在财务共享的管理模式下，财务人员深度挖掘高价值信息，对企业

的营运能力，盈利能力等进行综合评价，促进企业业务财务一体化发展。 
其次，蒙牛还将营销财务与营销部门进行融合，形成新的营销财务管理部门。不同于财务管理部着

重对数据的整理分析，营销财务管理部门着重于做延伸管理工作，主要服务于销售和市场部门，负责处

理日常财务工作，产品管理，营销费用管理等。在管理企业内部经营之外，还要兼顾与客户的合作关系，

帮助客户协调融资，从而达到企业客户双方共赢。 
最后，还将营运财务与供应链部门整合形成新的营运财务管理部。营运财务主要对接产品生产、供

应、质量、研发等部门，通过建立成本管理体系，根据年度利润目标进行成本管理与控制，分别控制采

购成本、生产成本以及控制成本等，将成本尽可能降到最低，也对财务管理部的预算管理与经营分析提

供了核算基础。不仅对产品各方面进行管理，还要分别设定业绩指标，建立内控体系，降低生产风险，

使各个生产工厂高效完成目标。 
 

 
Figure 2. Organizational functions of Mengniu division 
图 2. 蒙牛事业部组织职能 

2.4.2. 思维转换，价值协同 
在财务转型后，由于业务人员原本的工作重心与财务人员的不同，由此会使得在业财融合中存在相

互沟通的问题。业务人员注重对财务人员的预算管理，成本管理的想法难以认同，而财务人员对业务人

员不站在企业整体利益的角度感到困惑，这样的冲突除了在沟通上针锋相对，也使得在工作上难以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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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业务财务一体化的进程中，业务人员财务人员必须清楚自己的职责定位，统一企业价值最大化的工作

目标，转换工作惯用思维方式，加强建设沟通机制，从而在工作中达到真正的价值协同。 
首先财务人员与业务人员要制定统一和具有指导意义的目标，一致的目标是所有管理人员和普通职

员的工作方向，可以协调企业运营中产生的活动，有助于实现价值最大化。具体实施过程中，先将企业

的任务转化为总目标，再由各部门各层级的管理层进行分目标的管理与实现。企业业务人员与财务人员

工作目标的统一，保证了业财融合的有效发展[5]。 
目标统一的过程中，财务人员与业务人员的思维方式也要发生转变。在传统的思维模式下，财务人

员长期对财务信息进行核算与监督，已经形成了模式化的，思维，而业务人员由于受企业内外部环境的

影响，思维方式不固化。但在业财融合中，先要进行思维的融合。财务人员除了对财务信息重点关注外，

还要紧跟市场环境变化，了解产品供应链信息，掌握业务信息分析能力，学会对数据信息的挖掘与洞悉，

从核算员真正变为一个财务管理者。业务人员要加强与财务人员的沟通，学习他们严谨的工作风格，学

习从财务信息中挖掘对业务发展的有用信息。 
另外，在蒙牛财务共享信息系统下，单一的财务与业务人员已经无法满足业财融合的新需求。在大

数据时代下，既拥有数字化信息处理的能力，又具有业务与财务背景的复合型人才是最能适应环境发展

的[6]。财务人员与业务人员要在原有的技能上不断提升专业技能，财务人员学习业务技能，业务人员学

习财务分析方法，同时还需要学习企业信息化系统的操作与运用，重点要熟练掌握分析与提取数据的能力。 

2.4.3. 合理运用管理工具 
在蒙牛长期的财务转型中，管理手段和方法对于整合组织变革、培训员工、建立和完善整个系统，

进而运营整个集团至关重要。符合我们自身生产经营特点的管理方法，有助于推动公司各部门工作流程

的规范化与合理化，也能提高企业的经营业业绩。 
在风险管理方面，蒙牛在金融风险防控的指导下，建立了具有蒙牛典型特色的“7553”管理体系，

即七个风险领域、五个管理机制、五个管理流程和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注重要识别业务部门的风险、

并进行确认、管理与控制风险，第二道防线是由其他专门监督管理部门和总部的管理部门来负责，第三

道防线是内部审计部门，负责对所有的内部控制进行评估和建议。这一管理制度进一步完善了公司的内

部控制体系，促进了蒙牛业务财务一体化的实施。 
在成本管理方面，蒙牛运用精细化成本管理模式，采用蒙牛 WCO 管理模式，由市场、研发、销售

和 PLS 构成集团主要业务的价值链，质量管理、资产管理和安全环保为成本管理提供运营支持，IPO 管

理为整体模式提供保障，结合业务和财务层面，共同推进精细化成本管理。 
在绩效管理方面，蒙牛对各级管理人员的考核方式是采用了“纵向指标 + 横向指标”。每年，蒙牛

集团管理层都会讨论并制定下一年度要实现的生产、人力资源和财务目标。然后，将目标划分到不同的

部门，形成各部门的关键绩效指标(KPI)，各部门经理的上级领导根据其专业职责和任务的表现和完成情

况制定具体的纵向考核指标，此时主要集中在产品指标和绩效指标。横向考核指标由人力资源部门和其

他部门制定，这些职能部门有权对管理人员进行建议和指导，更注重领导力、执行力和其他个人能力。

这样的绩效管理不仅与业务部门和财务部门挂钩，而且使集团各方面的指标体系更加完善，有利于集团

战略目标的实现。 

3. 业财融合助力财务战略的实现 

3.1. 控制管理费用 

蒙牛财务共享模式的实施，以及业务和财务的整合，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公司的整体运营效率，也

有助于控制所产生的管理费用。如下表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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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Mengniu group data on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to total assets, 2012~2022 
表 3. 蒙牛集团 2012~2022 年管理费用与总资产占比数据 

年份 管理费用(亿元) 管理费用增长率 总资产(亿元) 管理费用/总资产 

2012 11.90 7.21% 209.91 5.67% 

2013 16.06 34.95% 403.39 3.98% 

2014 19.41 20.86% 470.80 4.12% 

2015 18.71 -3.61% 506.52 3.69% 

2016 24.71 32.07% 491.24 5.03% 

2017 24.97 1.05% 581.39 4.30% 

2018 29.15 16.74% 664.57 4.38% 

2019 33.19 13.86% 785.37 4.23% 

2020 31.33 -5.60% 801.46 3.91% 

2021 35.24 12.48% 981.01 3.59% 

2022 44.42 26.05% 1178.13 3.77% 

 
通过对蒙牛 2012 年至 2022 年的管理费用和总资产数据的分析，可以看出，随着财务共享模式的成

熟以及业务与财务一体化的不断发展，蒙牛的管理费用增长速度明显放缓，尤其是在 2013 年财务转型初

期，管理费用出现了大幅下降，2015 年甚至出现了负增长。2016 年的异常的增长变动是因为蒙牛收购雅

士利发生了商誉减值准备和出售库存大包粉形成的一次性亏损，导致总资产的大幅减少。2018 管理费用

增长率年略有上升，但之后又呈现下降甚至为负的趋势。2022 年管理费用增长率回升，说明财务转型还

是任重道远，需要进一步加强控制。管理费用占总资产比例大体上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近七年占

比都在平稳下降。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的建立和业务与财务的融合，有助于业务部

门和财务部门在提前控制成本的前提下制定成本节约计划，提前规避风险和损失，划分工作步骤和流程，

将工作从整体转移到人员个体，达到细化企业成本管理的目的。 

3.2. 提高盈利能力 

蒙牛的财务共享模式与业财融合使集团上下业务规范化、作业标准化，利于集团进行产品的制作与

研发，通过产品销售的收入增长与成本的有效控制实现获利能力的持续增长。 
 

 
Figure 3. Mengniu’s profitability, 2012~2022 
图 3. 蒙牛 2012~2022 年盈利能力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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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图 3 中可以看出，从 2012 年财务共享提出之际，不管是营业收入还是营业毛利润，都呈稳定上

升趋势。2015 年和 2020 年的营业收入虽然出现了短暂下滑，但经过财务共享的大范围试点与实施，之

后又开始出现稳定增长的趋势。尤其在 2017 年业财融合落地后，营业收入、净利润的增长幅度更大。营

业毛利润整体呈现稳定的增长趋势，虽然营业毛利润在 2020 年略有下降，但之后快速回升。净利润整体

呈现先上升趋势，之后逐渐下降，2016 年净利润达到最低点，之后净利润呈现稳定增长趋势。可以看到

在 2017~2019 年这三年无论是营业收入还是营业毛利润，亦或是净利润都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这得

益于财务共享平台达到了一定规模，逐步走向成熟。业财融合的模式使得企业获利能力增强。从图中盈

利能力指标的变动可以看出，随着财务共享平台的完善与业财融合的实施，企业获利能力也在逐渐增强。

财务业务分管的事业部制为各个业务模块的运营与核算提供了便利条件，也有助于蒙牛的盈利情况不断

改善。 

3.3. 推动营运能力 

 
Figure 4. Mengniu’s operating capacity, 2012~2022 
图 4. 蒙牛 2012~2022 年营运能力情况 

 
从上图 4 中可以看出，2012 年到 2015 年蒙牛的存货周转率连续下降，这是因为蒙牛存货的增长幅

度高于销售收入的增长幅度，2013 年蒙牛并购雅士利使企业存货大幅增加。但 2016 年到 2018 年业财融

合的完善使企业的营业收入大幅上升，存货周转速度加快，营运能力正在逐渐向好。2013 年的应收账款

周转率达到这几年来的最高点，这表明蒙牛加强了清理力度，减少了资金占用，使应收账款周转率得到

大幅提高。2014 年后蒙牛的应收账款率逐渐下降，之后一直到 2022 年呈现出平稳趋势，虽然收现速度

变慢，但仍高于行业平均水平，总体来看，蒙牛在应收账款管理方面较运营能力其他指标处于弱势，有

待提高。总资产周转率比较平稳，大体呈现下降趋势。总资产周转率 2014 年较 2013 年大幅下降是因为

企业并购采用银团贷款，产生大量负债。2015~2017 年总资产周转率有所上升，之后在 2017~2022 年，

总资产周转率在逐渐下降，说明集团的要继续加强营运能力建设。 

4. 结语 

虽然目前蒙牛集团整体的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但是财务转型绝不仅仅止步于此，在未来的财

务共享中，还有许多问题需要去发现、分析、解决并予以完善。在集团层面，要根据战略目标的实现以

调整运营规划，仔细分析各项经营指标，完善绩效评价体系与内部控制管理；在事业部层面，始终贯彻

https://doi.org/10.12677/fia.2023.124052


魏欣欣，何丽梅 
 

 

DOI: 10.12677/fia.2023.124052 402 国际会计前沿 
 

业务财务相融合，利用信息系统有效分析数据信息，为企业的发展方向提供决策依据；在人员培养方面，

在信息化时代下，培养复合型专业化人才，提升人员的财务分析能力，业务洞察力，信息系统操作能力，

实现自我价值的提升助力企业的价值创造。 
同时要在企业中应用到管理会计的方法，通过推进管理会计理念在流程、业务、操作等多个层次上

的运用来实现业财融合[7]。 
在愈发激烈的市场环境下，传统的职能型人员在处理业务时略显局限，管理会计的思维将有助于企

业的财务转型，以适应社会对企业的新需求。业财融合能够推动业务流程再造，为管理层提供科学的决

策[8]。因此，企业要以业财融合的核心思想为主体，以新经济背景下的信息技术为支撑，培养业务财务

人员的管理会计思维，充分运用管理会计信息工具，努力实现业务财务一体化的新管理模式，为企业带

去新的活力和生机，以实现企业的价值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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