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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编制 重点 企业管理 企业战略 年底将至，又到一年一度的

年度预算编制时间了，作为主管企业财务的财务总监一般都

是企业预算编制组织者，如何高效、合理的编制企业预算？

作为一个长期在企业第一线的财务老兵，在此谈一下自已的

一点体会。 一、充分了解企业战略 1、预算应与企业发展战

略相符 尽管什么是企业战略至今大家还争论不休，但大家比

较认同“战略”是对企业基本性、整体性和长期性发展一种

远期规划，它指明企业长远发展方向。企业预算是使企业未

来的一定时期内（一般指一年）决策目标具体化、系统化和

数字化，是用数据把企业生产经营、财务收支、经营成果等

列示出来，企业预算是企业战略的细化。在企业预算编制过

程中一定要使企业预算符合企业战略，预算中必须贯彻企业

战略目标，不得偏离。因此作为预算编制的组织者一定得充

分了解企业战略，所编制的预算也一定得符合企业战略。 2

、通过预算贯彻企业战略 企业希望每个员工都了解企业战略

，因此，在企业战略制定后都会采用各种手段向下传达，然

而，由于战略涉及的时间长、目标大、数据粗，可能只是一

个方向性的东西，员工不好理解，也觉得与已关系不大，使

得大家对战略的关心程度不够，预算则不同，预算时间一般

为一年，目标非常具体，各项数据也都予以细化，预算还切

切切实实地与各个部门及员工的绩效挂钩，很容易被员工理

解和关注，可以说与每个人都有关，这样可借编制预算来宣



传企业战略。 二、认真分析历史数据 1、预算的编制需依据

历史数据 企业预算一般分为业务预算、资本预算、财务预算

三种。业务预算指的是与企业基本生产经营活动相关的预算

，主要包括销售预算、生产预算、采购预算、人工预算、单

位产品成本预算、费用预算（制造费用预算、期间费用预算

）等。资本支出预算是企业长期投资项目（如固定资产购建

、扩建等）的预算。财务预算指有关现金收支、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的预算，包括现金预算、预计利润表、预计资产负

债表。编制预算的方法一般是根据经营目标、通过市场预测

，结合企业的历史数据行进预算编制。在预算编制过程中会

大量地运用趋势分析法，使过去二、三年的历史数据对预算

起到较大的参考作用，充分掌握和了解企业的历史数据是企

业预算编制中不可缺少一个内容。 2、应剔除历史数据中的

偶然因素 企业的历史数据是企业在过去一段时间里各种因素

的综合结果，各种综合因素中有有利因素也有不利因素，有

利的因素企业自然要求得以传承下去，不利的因素当发现后

会想方设法加以改进，虽然我们说你无论如何改进也不能改

变改已成事实的业绩，但不利因素得到改进后产生的不利影

响在今后的经营中就不会再出现，如对设备、技术、加工方

法进行了适当的改进，使成本、费用得以降低，生产较率已

得到提高，这些提高是不可逆转的，今后只会照着更好的方

向发展，按趋势法来编制来年的预算，改进了的因素如不加

以考虑，利用趋势分析法就会得出不合理结果，因此需将其

从原有历史数据中进行剔除，这样计算出的发展趋势更具有

实际意义。 三、预算中多与执行部门充分沟通 1、预算中多

说服，少命令 企业预算最终可能成为企业考核各个部门绩效



的依据，预算直接关系到部门和员工的切心利益，因此在预

算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博弈。预算过程中出现意见相左是

一种正常现象，不能因为主管预算者是代表公司总部，拥有

较大决策权力就处处下命令，要求部门达到什么什么要求或

强令按什么指标编制某项预算，出现总部与部门预算偏差，

应当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认真听取预算执行部门的意见，

与部门一道进行分解、计算，讲事实、摆道理，多此倾听、

多此说服，少此压制、少此命令，使执行部门认同预算，认

同通过努力能完成预算，只有这样编制出来的预算才更有执

行性和可达性。 2、预算结果是沟通后上下达成的最终目标 

企业做预算一般都成立一个以财务副总或财务总监为首的预

算班子，企业规模较大时还可能成立企业预算委员会，预算

人员主要来自市场、生产计划、采购、人力资源、设备、投

资、管理、财务等各个部门，其中大多为预算执行部门人员

，出于对部门或个人利益的考量，可能在一些指标在预算过

程中会出现不同意见，作为预算项目负责人，应当充分与相

关人员沟通，强调公司的整体战略和目标，与执行部门一道

分析存在问题，寻找解决问题应采用措施，统一认识，最终

达成一致，要使各部门都意识到公司的最终预算是看得到摸

得着的，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 四、讲究适当的编制策略 1

、首次下达适当增加指标值 编制企业预算一般采用自上而下

、自下而上，经过几个返复后，最终达成一个合理的预算数

值，在预算班子编制预算前，企业一般会给出个基本数据，

如在今年的基础上营业额增长多少、利润增长多少等，预算

围绕这几个基本数据为目标进行编制，企业在首次下达各部

门编制预算时应将保底基数适当调高，经过几次反复后，收



集各部门反馈信息，从中找出存在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措

施，通过上下认真分析，慢慢将指标值降低，但原则上不能

低于企业给出的基本数据，这样能使执行部门人员觉得公司

已作出让步，如果还完不成预算理亏了。 2、多用专家和数

据说话 编制预算过程中，出现上、下期望指标值不一致是非

常正常的，作为预算执行部门希望预算指标能定的低一些，

容易达到些，除了与收益有关外，能超预算完成任务对于任

何来说那都是一件非常有面子的事，但对整个企业来说，决

不能为了面子而降低标准，为了实现企业目标可能有些数据

经多轮沟通也难达到一至，此时最好由企业这方面的专家，

拿出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多用数据论证指标的可行性。 五

、选择合适的编制人员 1、执行部门的部门负责人 企业预算

涉及企业经营的各个方面，数据多，方案具体，编制预算是

一项繁杂而又需要经验的工作，参加编制的人员除了财务和

企业管理等专业部门外，预算执行的各个部门人员是不可缺

少的，而且这些部门应当是部门主要负责人进入预算编制班

子。预算执行部门负责人最了解本部门所涉及的各项工作，

在预算编制中最能提出存在问题、改进方案等，另外他们又

是具体执行者，他们的参与不但能提高预算编制的准确度，

还能减少企业花在预算上的解释时间。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