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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B8_9A_E9_93_B6_E8_c44_70819.htm 长期以来，我国银行业

逐渐形成了重信贷指标、轻内部管理，重数量增长、轻质量

增长的经营特点。这种经营方式导致的后果之一，就是成本

费用观念淡漠，忽视成本、效益的恰当配比。不仅经营人员

忽视经营中的成本控制，即便是内部管理人员，也缺乏成本

资料和必要的成本管理技术手段。在逐步面向市场的进程中

，这种积弊的消极影响越发凸现出来。在这种背景下，在商

业银行中推行旨在解析过去、控制现在和规划未来的管理会

计，为提高经营效益服务就显得尤为必要和迫切。目前我国

商业银行推行管理会计的困难集中在哪里?是否该循序渐进，

抓住重点?以及如何抓住重点，寻找突破口呢?本文拟就这几

个问题来谈谈我的见解。 一、商业银行推行管理会计的难点 

阻碍商业银行推行管理会计的因素很多，即有诸如重经营轻

管理的观念障碍，也有银行业管理素质和水平不高的制约，

还有商业银行管理会计自身的技术性困难，当前，主要表现

在下述几个方面: l、信息系统基础落后。会计系统的本质是

一个信息系统，管理会计也是如此。一方面，商业银行管理

会计系统为计划、控制、决策和业绩评价等部门提供信息；

另一方面，它也需要财务会计、信贷管理、资产管理和统计

等部门提供的信息。不仅如此，在评价信贷风险、市场风险

以及评价产品、部门的经营业绩时，还需要外部的金融市场

、宏观政策、行业分析和同业经营等有关信息。而目前国内

信息系统基础还相当薄弱，不但许多经营管理急需的外部市



场信息难以收集，还有待“金”字工程的展开，就连银行内

部的金融电子化工作也还很不完善。在这种情况下，要全面

推行管理会计工作，其难度可想而知。 2、现有成本资料和

分析手段欠缺。管理会计特别注重对成本的分析和管理，它

以贯穿于经营管理各个活动中的成本、效益分析而著称。商

业银行管理会计更有其独特的要求。从国外的资料来看，他

们十分注重产品、分部门和分地区的盈利能力报告，而盈利

是和成本相配比的，这就意味着相应的成本资料也要分产品

、分部门和分地区。我国的商业银行要做到这一点，面临着 

许多困难。从实务的角度来说，原有的银行会计工作流程没

有区分上述的成本，难以归集分产品和分部门的成本和费用

，也就难以与相应的收益相配比；从理论的角度来说，作为

服务行业的商业银行，其自身的业务特点也造成传统的会计

核算方法难以提供准确的成本信息，不可能像生产企业那样

，产品一出来，与之相关的生产成本信息献出来了。即使现

有的银行会计工作流程已经按照传统会计方法的要求去做了

，所得到的成本信息也不很准确。而且传统的管理会计所运

用的变动成本法对于银行业而言，也是力所难及的。 3、业

绩评价体系的合理性与有效性。虽然国内流行的管理会计教

材中，对业绩评价的讲述不多，仅有的小部分内容也主要包

含在责任会计等个别章节中关于责任成果的论述，但从国外

的教材以及实务资料来看，国外商业银行管理会计特别强调

业绩评价体系。从评价指标的选择，评价内容的设定，乃至

于整个评价体系，都有很讲究的考虑，象哈佛大学著名的管

理会计学者卡普兰就以平衡记分法的设计和应用而著称于世

。就国内的实际而言，对于一个有效而合理的业绩评价体系



，不仅业务人员欢迎，认为它有助于使个人或部门的努力得

到承认，而且也有利于管理人员对资源配置和风险控制的恰

当管理。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实现这个评价体系在合理性和有

效性之间的平衡。这也是推行管理会计的一大难点，因为它

不仅有技术因素的作用，更多的是人的因素以及部门之间的

协调问题，仅仅依靠管理会计一家来做，困难是很大的。 4

、内部转移价格的确定。前已论及，管理会计特别注重收益

和成本的配比，因此，恰当的内部转移价格对于提高管理会

计的运行效果而言.至关重要。然而，银行内部各个单位和部

门之间发生的转移行为，并不像真正的市场行为一样有一个

客观的交易市场存在，导致内部转移价格的确定相当主观，

有时甚至是不合理的。对银行来说，内部转移价格的确定主

要涉及内部资金转移调拨定价和间接费用的分配两大问题。

当一个管理会计系统真正运行起来的时候，每个单位和部门

出于对自身业绩考核的考虑，都会关注每一项交易的收益和

成本情况。显然，不论是内部资金的转移，还是间接费用的

分配，都会直接影响考核单位的经济利益，在这个问题上是

很难有非市场性的行为可言的。内部转移价格确定的实质是

资源的合理分配。对于商业银行来说，资源配置还涉及资本(

营运资产)的分配、非盈利性资产成本的分配以及坏账准备金

的分配等问题，它们中的每一个都是重要而棘手的。 二、商

业银行推行管理会计的重点 当前，在我国商业银行中全面推

行管理会计突出这样几个重点: 1、“一级法人、分级管理”

体制下激励约束机制的完善。“一级法人、分级管理”是目

前我国商业银行普遍采用的管理体制。按照国内的实际情况

，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这种体制依然是我国商业银行管



理的主流体制。由于管理权距加长，造成普遍的"代理人"问

题是这种体制的一大特点，具体而言，就是代理人利用其信

息优势，或者隐瞒利润、虚报费用，或者账外经营、资金体

外循环，或者消极管理、不负责任等等。推行管理会计工作

，既不能推翻这种分级管理体制，也不能坐视种种“逆向选

择”或“道德风险”行为，任其蔓延。因此，强调商业银行

管理会计中的“代理人”问题，完善信息的收集、报告和检

查制度，将管理会计信息与分级管理结构、激励约束制度结

合起来，建立以管理会计信息为基础的利益协调和“整合”

机制，是当前推行商业银行管理会计的重点之一。 2、资产

负债比例管理制度的建立健全。随着利率市场化进程的加快

，国际通行的资产负债管理制度也最终会在我国的商业银行

业得到广泛的应用。为了迎接这个时期的到来，建立健全目

前的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制度，积累经验以提高商业银行资产

负债管理水平，显得非常必要。这也因此构成推行商业银行

管理会计工作的一个重点。在利率市场化的背景下，商业银

行资产负债管理是对利率、流动性和资本充足性风险的管理

。为了配合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商业银行管理会计在加强预

算控制、提高预测水平、强化成本管理的同时，要特别关注

有关利率风险、信贷风险、流动性状况的信息，做好利率决

策、信贷资产分配的辅助决策工作，将分支机构资产负债比

例管理的工作成绩纳人业绩评价的范畴中。 100Test 下载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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