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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数字化浪潮的席卷，企业运营环境发生深刻变革。在这一背景下，预算管理与市场营销的关系也发

生了显著变化。首先，数字化技术使得企业能够收集和分析海量的市场数据，包括消费者行为、市场趋

势、竞争对手动态等。预算管理可以利用这些数据进行更加精准的资源配置，将资金投向最具潜力的市

场领域和营销活动。其次，数字化带来了市场的快速变化和不确定性，传统的静态预算模式难以适应。

因此，预算管理需要具备灵活性，能够根据市场动态实时调整预算分配。此外，数字化还推动了预算管

理从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转变。借助先进的数据分析工具和算法，预算管理人员可以对营销活动的效果

进行实时监控和评估，基于数据做出更加科学、合理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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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sweeping of the digital wave, the operating environment of enterprises has undergone 
profound changes. In this contex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udget management and marketing h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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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so undergone significant changes. Firstly, digital technology enables enterprises to collect and an-
alyze massive market data, including consumer behavior, market trends, competitor dynamics, and 
more. Budget management can utilize this data for more precise resource allocation, directing funds 
towards the most promising market areas and marketing activities. Secondly, digitalization has 
brought about rapid changes and uncertainties in the market, making it difficult for traditional static 
budgeting models to adapt. Therefore, budget management needs to be flexible and able to adjust 
budget allocation in real-time based on market dynamics. In addition, digitization has also driven the 
shift of budget management from experience driven to data-driven. With the help of advanced data 
analysis tools and algorithms, budget managers can monitor and evalu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mar-
keting activities in real time, and make more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decisions based on data. This 
article verifies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se innovative strategies through practical case analysis. These 
cases provide valuable practical experience for enterprises to optimize budget management and im-
prove marketing efficiency in the digital age, which helps them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fierce market competition. They also provide empirical support for academic research and theoret-
ical expansion in related fields, further enriching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ystem of enterprise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in the context of dig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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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当今时代，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飞速发展，正以排山倒海

之势席卷全球，深刻地改变着企业的商业环境和运营模式。企业不再孤立地存在于实体世界，而是深度

融入一个数字化生态系统，与消费者、合作伙伴和竞争对手通过数字平台实时互动。数字化转型使企业

营销从传统的广告、线下推广等模式，向社交媒体营销、精准推送、线上线下融合的新零售等多元化形

式转变。这种转变不仅丰富了营销渠道，更重塑了消费者购买决策路径，使营销活动更加复杂和动态。 

2. 理论基础 

2.1. 预算管理理论 

传统预算管理是企业对预算的编制、执行、分析、调整等进行规划、控制和绩效评估。编制时，依据

历史数据和增量法，基于以往预算及业务表现，结合未来预估增量制定新预算。执行中，严格控本，按

预算分配资源，保障各部门、项目资金，依规报销审批[1]。分析时，定期对比实际与预算，用差异分析

找问题，以绩效评估激励约束员工。但其存在不足，如部门壁垒致信息不畅、市场变化难调整预算、参

与主体多致协调成本高等。 
数字技术推动预算管理模式变革，使预算管理向滚动预算、作业基础预算等灵活模式转变。滚动预

算依据实时数据动态调整，适应市场变化，如电商企业依销售淡旺季滚动调整预算。作业基础预算精细

分析作业链成本，精准分配资源，如制造企业依生产作业环节分配预算[2]。同时，数字化预算管理工具

如 ERP 系统、专业预算软件等，集成财务与业务模块，自动化数据采集与分析，提升效率与准确性，支

持复杂计算和模拟分析，助力科学决策，实现预算管理全方位提升。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51508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杨希波 
 

 

DOI: 10.12677/ecl.2025.1451508 2179 电子商务评论 
 

2.2. 市场营销理论 

传统市场营销理论以 4P 理论为核心，即产品(Product)、价格(Price)、渠道(Place)、促销(Promotion)。
产品方面，企业注重产品功能、质量、包装等，通过市场调研了解需求，优化产品。价格上，综合考虑成

本、市场需求、竞争状况，用成本加成、价值定价等策略定价格。渠道方面，选择合适渠道将产品推向市

场，如日用品经多级经销商到达消费者。促销上，结合广告、销售促进、公关、人员推销等手段宣传推

广，如快消品用广告和促销活动提升销量。 
数字化拓展了 4P 理论内涵，渠道上，企业构建线上线下融合的新零售模式，如服装品牌结合线下体

验和线上购买。促销方面，运用大数据实现精准推送，如电商平台依消费行为推送个性化广告。同时，

关系营销、内容营销理论兴起，关系营销重长期关系维护，如会员制和社群运营；内容营销以优质内容

吸引受众，如美妆品牌通过教程和种草文营销[3]。数字技术还推动营销技术发展，如社交媒体平台、SEO、

SEM 等，助力企业精准触达客户，提升营销效果。 

2.3. 数字化转型理论 

数字化转型是企业用数字技术改造业务流程、模式和价值链，实现运营效率、产品创新、客户体验

提升的过程。其本质是通过信息技术与业务深度融合，重构企业核心竞争力，涉及战略、文化、组织等

多层面变革。例如，制造企业用物联网、大数据实现设备远程监控和智能运维，提升效率和产品质量[4]。 
在运营管理方面，数字化转型带来多方面变革。运营效率上，自动化技术如 RPA 提升财务、人力等

流程效率，数据共享和协同平台优化供应链管理[5]。产品创新上，数字技术助力企业研发更智能、个性

化的产品，如智能家居产品。客户体验上，通过客户画像和行为分析实现精准营销和个性化服务，如电

商平台的推荐系统[6]。组织架构上，打破部门壁垒，形成扁平化、网络化结构，提高灵活性和响应速度。

战略决策上，实时数据支持更科学、敏捷的决策，数据驱动的决策机制提升企业竞争力。总之，数字化

转型全方位提升企业运营管理效能[7]。 
理论基础部分从预算管理、市场营销和数字化转型三个方面展开论述，为后续研究搭建了理论框架

[8]。预算管理理论阐述了传统与数字化转型下的预算管理模式，市场营销理论剖析了数字化对营销的影

响，数字化转型理论则解释了其内涵及对运营管理的作用，共同为企业运营管理研究提供了多维度理论

支撑。 

3. 数字化背景下预算管理与市场营销关系的变迁 

3.1. 从独立割裂到深度融合 

在数字化转型的驱动下，预算管理与市场营销的关系突破了传统框架的束缚，实现了从独立割裂到

深度融合、从静态配置到动态适配、从单一保障到多维赋能的系统性变革[9]。这一变迁既源于理论逻辑

的演进，也为创新策略的提出提供了实践导向。在传统运营模式中，预算管理与市场营销分属财务与业

务部门，职能边界清晰但协作效率低下。预算管理依赖历史数据增量法，缺乏对市场动态的实时洞察，

常导致营销预算分配与消费者行为变化脱节[10]。例如，某汽车企业 2020 年按历史销量比例分配区域广

告预算，却因未及时捕捉到短视频平台用户激增的趋势，错失新能源车型的精准触达机会。数字化转型

理论提出的“打破部门壁垒、构建扁平化组织”，为两者的深度融合提供了理论支撑。通过 ERP 系统、

数据中台等技术平台，预算管理部门可实时获取营销活动的流量转化、客户留存等数据，动态调整资源

配置。如某电商企业将预算管理系统与营销自动化平台集成，基于用户浏览轨迹和竞品价格波动，每周

重新分配各品类广告预算，使新品推广周期缩短 40%。这种融合不仅优化了资源配置效率，更形成了“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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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编制–策略执行–效果反馈”的闭环管理，为“跨部门协同预算管理机制”的创新提供了现实基础。 

3.2. 从静态配置到动态适配 

从静态配置到动态适配数据驱动的预算敏捷响应。传统预算管理以季度或年度为周期静态分配资源，

难以应对数字时代“消费者需求碎片化、市场竞争高频化”的挑战[11]。例如，某快消品企业 2021 年按

年度计划向线下渠道投入 80%的营销预算，却因疫情反复导致线下客流骤降，最终预算执行率不足 60%，

造成资源闲置。数字化转型推动预算管理向“滚动预算”“弹性预算”模式升级[12]。企业通过实时采集

社交媒体舆情、电商平台销售数据，建立动态调整模型。如某美妆品牌基于抖音直播实时流量数据，每 2
小时自动测算各主播带货 ROI，当发现某主播转化率较预期提升 30%时，即时从低效渠道调拨 20%预算

追加投放，使单场直播 GMV 超目标 120%。这种动态适配机制直接催生了“弹性预算与实时监控调整”

策略，通过技术工具实现预算分配与市场变化的同步共振，解决了传统预算“编制即冻结”的滞后性问

题[13]。 

3.3. 从单一保障到多维赋能 

从单一保障到多维赋能预算管理的决策中枢化转型。传统预算管理仅作为营销资金的“出纳员”，

依赖营销部门经验制定预算方案，缺乏对消费者洞察和渠道效能的深度分析。例如，某 3C 企业 2019 年

按固定比例向搜索引擎和社交媒体分配广告预算，却因未评估不同渠道的客户生命周期价值(CLV)，导致

高潜力客户流失率上升 15%。 
数字化技术赋能预算管理从“资金保障”转向“价值创造”。基于作业基础预算理论，预算管理通过

分析客户画像、内容互动数据，为营销策略提供多维度支持[14]。通过消费者行为数据识别高价值客群，

如某母婴品牌利用预算管理系统筛选出“孕期 28 周以上”用户，定向投放定制化内容，使转化率提升

25%；评估各平台 ROI 时纳入“品牌曝光量”“用户互动率”等长期指标，避免短视化资源分配；实时

监控竞品促销活动对预算执行的冲击，如某白酒企业发现竞品在区域市场突击降价后，立即调增本地化

促销预算，遏制了市场份额下滑。这种职能升级直接对应“基于大数据的精准预算编制”和“营销 ROI
优化导向的预算分配”策略，使预算管理成为驱动营销创新的核心引擎[15]。 

在数字化背景下，预算管理与市场营销的关系实现了从独立割裂到深度融合、从静态配置到动态适

配、从单一保障到多维赋能的转变。这种转变使预算管理成为市场营销的强大后盾，助力企业提升营销

效果和核心竞争力，更好地应对数字化时代的市场挑战。 

4. 数字化背景下预算管理赋能市场营销的创新策略 

4.1. 基于大数据的精准预算编制 

在数字化时代，企业能够从多个渠道收集数据，包括销售系统、网站流量、社交媒体互动、客户服

务反馈以及外部市场调研机构等。这些数据来源广泛，涵盖了消费者行为、市场趋势、竞争对手动态等

多方面信息。企业需要将这些分散的数据进行整合，构建一个统一的数据仓库或数据湖，以便后续的分

析和处理。例如，电商企业可以整合平台交易记录、用户浏览行为、广告投放数据等，形成完整的营销

数据视图[16]。 
利用数据分析工具和机器学习算法，企业可以挖掘数据中的潜在规律和趋势。通过分析历史营销数

据，可以了解不同营销活动的效果、消费者对各类产品的偏好、不同时间段的销售规律等。基于这些分

析结果，企业可以建立预测模型，对未来的营销需求和市场机会进行预测。例如，通过分析消费者购买

行为数据，预测不同促销活动下的销售额和转化率，从而为预算编制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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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预测结果，企业可以制定更加精准的营销预算。例如，对于电商平台的促销活动，预算编制可

以综合考虑历史销售数据、季节性因素、竞争对手动态以及目标市场份额等多方面因素，精确分配预算

到不同的产品类别、营销渠道和促销方式上。这样不仅能够提高营销活动的针对性和效果，还能避免预

算的浪费，提升企业的营销投资回报率。 

4.2. 弹性预算与实时监控调整 

弹性预算是根据业务量的变化而相应调整的预算编制方法。在数字化背景下，企业可以设定多个业

务量水平，如最佳情况、正常情况和最差情况，分别对应不同的预算方案。同时，对于不同的营销项目

和渠道，也可以根据其历史表现和市场潜力设定不同的弹性系数，使得预算能够更加灵活地适应市场变

化。例如，对于线上广告投放，可以根据流量预测和转化率设定弹性预算，当实际流量超出预期时，能

够自动增加预算以抓住更多潜在客户。 
企业需要建立一套完善的实时监控系统，对营销预算的执行情况进行全程跟踪。该系统可以集成财

务数据和业务数据，自动采集和汇总营销活动中的各项支出和收入数据。通过设定关键绩效指标(KPI)和
预警阈值，系统能够及时发现预算执行过程中的异常情况并发出警报。例如，当某个营销渠道的支出接

近预算上限或者转化率低于预期时，系统会自动通知相关人员进行干预。 
一旦实时监控系统发出警报或者市场出现新的变化，企业需要迅速做出反应，对预算进行调整和优

化。这可能包括重新分配预算到更有效的营销渠道、调整营销活动的规模和形式或者终止效果不佳的项

目等。例如，如果发现某地区市场对新产品接受度较高，企业可以及时增加该地区的营销预算，扩大市

场份额；反之，对于市场反应冷淡的地区，则可以削减预算，避免进一步的损失。 

4.3. 营销 ROI 优化导向的预算分配 

为了全面评估营销活动的投资回报率(ROI)，企业需要构建一个多维度的评估体系。除了传统的销售

额和利润指标外，还应考虑客户获取成本、客户生命周期价值、品牌知名度提升、市场份额增长等多方

面因素。例如，社交媒体营销活动可能在短期内直接带来的销售额有限，但是通过增加品牌曝光度和粉

丝数量，能够提升品牌的长期价值和影响力，这些都需要纳入 ROI 的评估范围。根据多维度 ROI 评估结

果，企业可以制定更加合理的预算分配策略。对于 ROI 较高的营销项目和渠道，应当优先分配更多的预

算资源，以充分发挥其优势和潜力。同时，对于一些新兴的、具有潜力但目前 ROI 尚不显著的营销领域，

也应适当给予一定的预算支持，以鼓励创新和探索。例如，如果发现短视频营销在客户获取和品牌传播

方面具有显著效果，企业可以逐步增加对短视频平台的广告投放预算。营销环境和消费者行为是不断变

化的，因此企业需要持续跟踪和评估营销 ROI，并根据实际情况对预算分配进行动态调整。这要求企业

建立一个灵活的预算管理机制，能够在保持整体预算稳定的同时，及时响应市场变化，实现预算资源的

最优配置。例如，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或者新技术的出现，企业可能需要适时调整预算，加大对新兴营

销技术的应用和投入，以保持竞争优势。 

4.4. 跨部门协同预算管理机制 

企业应搭建一个跨部门的预算管理协同平台，将财务、营销、销售、研发等相关部门纳入其中。该

平台应实现数据的实时共享和交互，使得各部门能够及时了解其他部门的业务进展和预算执行情况。例

如，营销部门可以将市场调研结果、营销活动计划和预期效果分享给财务部门，以便财务部门更准确地

进行预算编制和资金安排；同时，财务部门也可以将预算执行情况和财务分析结果反馈给营销部门，帮

助其优化营销策略和活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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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建跨部门预算管理团队，成员包括各部门的关键负责人和业务骨干。该团队负责协调和解决预算

编制、执行和调整过程中出现的跨部门问题，确保预算管理与企业整体战略和各部门业务目标相一致。

同时，企业需要优化跨部门协作流程，明确各部门在预算管理中的职责和权限，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和

决策流程。例如，在制定年度预算时，跨部门团队可以通过联合会议、在线协作工具等方式进行充分的

沟通和讨论，共同确定预算目标和分配方案。 
基于跨部门协同预算管理机制，企业可以更好地策划和执行联合营销活动。例如，营销部门与研发

部门合作，推出具有创新性的新产品，并共同制定上市推广预算；营销部门与销售部门协同，制定线上

线下一体化的营销策略和预算分配方案，提升销售转化率和客户满意度。通过跨部门的紧密合作，企业

能够实现营销资源的整合和优化，提高营销活动的整体效果和竞争力。 

4.5. 数字化工具助力预算管理效率提升 

企业资源规划(ERP)系统是数字化预算管理的重要工具之一。通过实施 ERP 系统，企业可以将财务、

营销、供应链等各个业务模块进行集成，实现数据的集中管理和流程的自动化。在预算管理方面，ERP 系

统能够自动采集和汇总各部门的预算数据，生成统一的预算报表和分析报告，大大提高了预算编制和汇

总的效率和准确性。例如，跨国企业通过 ERP 系统实现了全球范围内各分支机构预算数据的实时汇总和

监控，能够及时发现和解决预算执行过程中的问题。除了 ERP 系统，企业还可以选用专业的预算管理软

件来进一步提升预算管理的效率和精细化水平。这些软件通常具备强大的预算编制、模拟分析、实时监

控和可视化展示功能。例如，一些专业预算软件可以通过拖拽式界面和预设模板，简化预算编制流程；

利用模拟分析功能，企业可以在不同的市场情景下对预算方案进行模拟和优化；通过可视化仪表盘，管

理层可以直观地了解预算执行情况和关键指标的变化趋势，从而做出更加及时和准确的决策。 
数字化技术不断发展，企业需要持续关注和引入新的预算管理工具和技术，以适应市场变化和企业

自身发展的需求。例如，随着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技术的成熟，企业可以利用智能预算助手等工具，实

现预算编制的自动化和智能化，进一步提高预算管理的效率和质量。同时，企业还应定期对现有数字化

预算管理工具进行评估和优化，确保其能够满足企业的实际业务需求和战略目标。 
通过以上创新策略的实施，企业能够在数字化背景下充分发挥预算管理对市场营销的赋能作用，提

升营销活动的精准度、灵活性和投资回报率，从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实现可持续发展。这

些策略不仅为企业提供了具体的实践指导，也为预算管理与市场营销领域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

方向，推动了相关理论的不断发展和完善。 

5. 结语 

随着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区块链等新兴技术的不断发展，预算管理与市场营销的融合将拥有更广

阔的创新空间。未来的研究可以拓展到不同行业和企业规模，深入探讨预算管理赋能市场营销的差异化

策略和最佳实践。同时，企业应积极关注国际市场动态，借鉴国际先进经验，结合自身实际情况，不断

优化预算管理与市场营销策略，提升全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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