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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作为会计学科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企业的经营管理和决策中发挥着无法替代的

作用。近年来，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逐渐融合，推进两者的融合更有利于会计行使自身职能，有利于促

进企业的发展进步。基于此，本文从管理会计和财务会计的内涵和关系的探讨出发，分析财务会计与管

理会计的区别与联系，从理论上证明管理会计与财务会计融合的可能性与必然性。在信息化时代背景下，

财管会计的融合不仅可以提高会计信息质量，提升会计工作的整体水平，还可以提高企业的发展竞争力。

针对融合过程中出现的财会人员专业水平有限以及数据流动性受限问题，企业可以通过创建统一化数据

库，加快智能财务建设和运营速度，利用先进信息技术建设企业信息化平台；招聘复合型财务工作人员

以及定期对财务人员进行培训加强整体素养等措施加快两者的融合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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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wo important components of the accounting discipline, financial accounting and management 
accounting play an irreplaceable role in the management and decision-making of enterprises. In 
recent years, financial accounting and management accounting have been gradually integrated,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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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gration of the two can be more conducive to the exercise of their own functions, which is con-
ducive to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of enterprises.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starts 
with a discussion of the connotation and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agement accounting and finan-
cial accounting, analyzes the difference and connection between financial accounting and manage-
ment accounting, and theoretically proves the possibility and inevitability of the integration of man-
agement accounting and financial accounting. In the context of the information age, the integration 
of financial and management accounting can not on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accounting information 
and enhance the overall level of accounting work, but also improve the competitiveness of the de-
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In view of the limited professional level of accounting personnel and data 
mobility problems in the integration process, enterprises can speed up the integration process by 
creating a unified database, accelerating the speed of intelligent financial construction and opera-
tion, and using advance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build an enterprise information platform; re-
cruiting composite financial staff and regular training for financial personnel to strengthen the overall 
quality of the measures to accelerate the integration process of the t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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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管理会计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由西方会计引入我国后，其理论研究以及在实务中的应用都明显滞后

于财务会计，严重阻碍了管理会计发挥其自身帮助企业开展预测规划、成本控制、决策和绩效评价等作

用。且我国在会计标准建设、会计学术研究和会计实务方面，考虑外部投资者、社会公众和外部审计较

多，对服务于企业内部管理的措施考虑不够，在制定企业和单位战略规划、经营决策、绩效考核中，尚

未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我国会计工作改革必须顺应市场经济，加快推进管理会计建设，加强管理会

计人才培养，提高管理会计信息化建设化水平。本文的研究目的是从管理会计和从财务会计的内涵和本

质出发，根据对二者的本质、目标和发展趋势的研究，探讨在目前企业管理能力有限的前提下，企业应

当采用何种适宜的方式，促进管理会计和财务会计在企业管理中的有机融合。 

2. 文献综述 

2.1. 管理会计与财务会计融合的必然性或理论基础 

关于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融合的必然性研究，大多数从理论上论证两者的融合是内在规律一致、顺

应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管理会计在职能方向上是对财务会计的延伸和发展，在工作内容上是对财务会

计的深化，二者的最终目标始终保持一致[1]-[3]。孙晓民(2003)分析了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的目标变化，

指出在“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模式下企业内部管理者也将成为财务会计重要的服务对象；同时，企业

的战略规划发展要求管理会计的服务对象向外部扩展，因此，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的服务对象的融合为

二者的最终融合奠定了基础[4] [5]。 

2.2. 融合的可行性和障碍 

徐越(2024)等从融合的理论基础、人才基础和技术支持等方面论证了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融合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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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性[6]。通过对 ERP (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管理系统的分析，论证 ERP 系统为管理会计与财务会

计的融合提供了可能。传统以核算与监督为主的财务会计功能正在向价值创造与价值增值融合的管理会

计功能方向转型，并在数字技术的协助下促进管理会计职能全球化与本土化协同。 
同时，也有少量文献探讨了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融合过程中的障碍。李琳(2006)指出，财务会计和管

理会计要实现融合，必须满足服务对象趋同的条件，这意味着会计信息生产者和使用者利益一致，实现

信息完全透明的目标。然而，信息不对称现象普遍存在，所谓信息透明也只是一个相对概念，并不可能

真正实现信息的完全公开透明化[7]。也有学者认为财务会计若与管理会计融合，会使得原本只用于内部

而具有排他性的管理会计信息成本公共产品，引发“搭便车”现象，这会导致会计信息的供给水平低于

最优水平，导致信息失真。 

3. 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的融合——以深圳地铁集团为例 

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8 年 7 月 31 日，是深圳市国资委直管国有独资大型企业。深圳

地铁集团当前组织机构较完善，下属二级单位众多，因此需要更加科学合理的财务管理信息系统，财务

人员需要更高效准确地处理信息，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融合势在必行，唯有如此，公司的整体运营效率

才能得到提升，借此推动公司整体经济效益提升。在深圳地铁集团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最典型的融合点，

就是全面预算管理。 

3.1. 深圳地铁集团财务状况分析 

3.1.1. 资产负债表分析 
从表 1 数据可以看出，近年来深圳地铁计算的业务规模不断扩大，其资产从 2020 年的 4926.64 亿元

增加至 2023 年的 7160.06 亿元。同时负债也由 2020 年的 1953.08 亿元增加至 2023 年的 3962.13 亿元。

资产负债率逐年上涨，从 2020 年的 39.6%上涨到 2023 年的 55.3%,在负债率逐年增加的情况下，必须要

有足够强大的数据分析能力与预算管理能力，才能够适应企业的快速扩张和发展。 
 

Table 1. Statement of financial position analysis 
表 1. 资产负债表分析 

报告期 2020 2021 2022 2023 

资产总计 4926.64 5935.07 6616.09 7160.06 

其中：流动资产 950.99 1226.49 1297.60 1308.35 

非流动资产 3975.64 4708.59 5318.50 5851.70 

负债合计 1953.08 2883.44 3500.54 3962.13 

所有者权益合计 2973.57 3051.63 3115.56 3197.92 

数据来源：深圳地铁集团 2020、2021、2022、2023 年年报(单位：亿元/人民币)。 

3.1.2. 利润表分析 
根据表 2 近四年的收入和利润情况可以看出，近几年的收入水平总体呈下降趋势，分别为 111.50 亿

元、28.90 亿元、8.66 亿元、7.89 亿元，主要原因在于投资收益减少且资产减值损失等原因导致利润下降。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深圳地铁集团正处于经济环境急速变化的阶段，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单体项

目动辄几十亿的资金规模对于传统的财务管理模式带来了很大的挑战。集团的工作覆盖范围广泛，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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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房地产、商场运营、酒店等，旗下子公司较多，所设部门繁多，流程复杂。并且由于集团及下属公

司的扩张，主营业务范围变广，报账涉及的单据种类多、数量大，这就需要建立起有效的内容与格式的

标准，如果财务人员把较多的精力放在对基础数据的采集筛查和审核上，会导致效率低下。因此，地铁

集团积极引入 ERP 系统，建设企业信息化平台对于加强管理和控制，促进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融合以提

高工作效率是非常必要的。 
 

Table 2. Statement of profit or loss analysis 
表 2. 利润表分析 

报告期 2020 2021 2022 2023 

营业收入 208.28 163.97 239.76 251.54 

营业利润 111.32 29.48 19.02 16.40 

净利润 111.50 28.90 8.66 7.89 

数据来源：深圳地铁集团 2020、2021、2022、2023 年年报(单位：亿元/人民币)。 

3.2. ERP 环境下深圳地铁全面预算管理现状 

由于深圳地铁集团内部组织结构庞大，子公司和总公司之间涉及资金调度、物资分配等利益纠葛，

对于总部而言，财务管理问题十分重要，因此，深圳地铁引入 Oracle 的 ERP 系统，ERP 信息系统的推

行，不仅给深圳地铁集团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一定挑战。就机遇而言，ERP 信息系统主要是通过线上平

台来实现，在这一信息系统平台上能够对大量数据进行实时有效管理。但由于深圳地铁内部机构庞大且

复杂，承建工程多耗时较长，需要企业管理层具备丰富的实操经验，六成以上担任相关主管人员年龄超

40 岁，对互联网技术掌握程度较低，而财管融合利用的 ERP 系统要求相关专业人员能够熟练运用互联网

信息技术，这就需要集团积极引进复合型财务人才，同时定期对财务人员进行培训加强整体素养。地铁

集团引入的 ERP 系统基于原始单据、成本报表等，使集团的信息传递、管控、审批等各个流程都达到了

统一规范，对公司全面预算管理各项措施的落实和推进奠定了良好根基。 

3.3. 全面预算管理中的融合要求 

3.3.1. 在预算编制中的融合 
预算编制过程应该以预计的利润表、现金流量表和资产负债表为终点，企业以此对未来期间的财务

状况和经营成果进行总体预测。在编制报表时，归集数据的逻辑要与编制实际财务报表的流程和逻辑一

致，需经过财务人员归集计量，形成财务预算。编制的预算报表才能正确发挥预算功能，体现财务会计

与管理会计融合的优势所在。 

3.3.2. 在预算控制环节的融合 
建立一个完整的预算控制制度，将预算的编制、执行、分析、调控等多个环节联合起来，形成一种

实际信息和计划信息互相对照、互相修正、互为标杆的双向反馈。财务人员要时刻将预算与实际数据进

行比对，将预算合理化。 

3.4. 深圳地铁集团全面预算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3.4.1. 管理信息化程度低 
深圳地铁集团的信息化系统还处于发展阶段，信息系统之间并不能有效实现多系统层面的对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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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数据仍需要人工整合，反馈和信息传递机制相对匮乏，各级管理层之间缺乏有效沟通，有半数以上员

工对公司推行的全面预算管理没有明确认知，甚至有部分员工认为公司 ERP 系统与自己没有关联，只是

每月机械性地报送相关数据。此外，各部门以及下属公司之间没有建立起关系链，不能有效对比数据对

其优化完善。 

3.4.2. 不够重视非财务指标 
在信息化时代，技术、知识、企业创新能力和顾客满意度等无形资产逐渐成为企业竞争力的核心，

但财务指标的变化往往无法直接反映企业的无形资产价值以及对其的管理效率。例如，假设企业本期内

销售额增加，可以通过财务指标了解是销售价格的增加还是销售量增加，但却无法了解根本原因，是销

售部门发掘新客户的能力变强，还是产品服务水平的提升等。 
全面预算管理虽然是一种管理会计方法，但仍遵循财务会计的逻辑，从预算、生产、销售，到计算

收入、成本、利润，都是为了优化财务指标，没有将更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管理思想(平衡记分卡、战略

管理、绩效考核等)融合进去。只有在全面预算管理中真正实现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融合，其在企业实践

中发挥作用才不会受到限制，更好地适应现代经济社会环境变化，从战略角度反映企业决策要求，建立

起财务结果与动因之间的紧密逻辑关系，引导企业人员去关注关键性成功因素。 

3.5. ERP 系统优化深圳地铁全面预算管理 

ERP 系统给深圳地铁全面预算管理带来信息化的管理模式。ERP 系统下的全面预算管理可以通过细

化公司的短期规划，各项计划可以得到有效实施。对于深圳地铁而言，在编制预算时必须以战略目标为

导向，不可过度重视短期利益而忽视长远目标。另外，管理者应学习 ERP 系统先进管理理念，并将其运

用到企业管理中；财务人员应充分运用线上与线下平台，使管理会计与财务会计进一步融合，从而使财

务工作逐步拓展到企业价值链范畴；普通员工应该认真学习ERP系统操作知识，确保录入数据真实准确。 

4. 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结合优势 

4.1. 提高企业发展竞争力 

在企业日常会计工作中，大部分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仍处于相互分裂的状态，导致财务信息及各种

影响企业管理的信息不能得到及时处理从而影响信息分辨率。因此，企业若想降低成本投入，就必须建

设统一数据库，提高信息分析效率[8]。首先，实现企业内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的信息共享，降低企业经

营管理成本；其次，融合财务信息与非财务信息，能够提高企业会计信息质量，降低企业在各方面的管

理成本费用。最后，以智能化大数据为基础，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的融合可以提高部门间合作效率。两

者的融合，能够使企业适应当前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制定科学合理的发展战略，为企业的创新性可持

续发展奠定良好基础，提高企业竞争力。 

4.2. 提升会计信息质量 

4.2.1. 提高会计信息成果的准确性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竞争愈演愈烈，企业进行日常经济活动时，要尽量融合财务会计与管理

会计，使它们能够共享信息从而提升企业对信息分析的全面性和准确度，保证企业的经营决策科学性。 

4.2.2. 提高信息处理速度，降低信息处理成本 
计算机与网络技术的发展为财务会计及管理会计的融合提供了基础和平台，通过构建信息库与智能

信息筛选，计算机系统可以为财务人员挑选出具有应用价值的信息，会计人员的工作重点由单一核算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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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转变为对信息的处理分析和对企业的财务管理。财务人员通过高效处理信息为企业预算管理、风险

规范以及战略决策提供相应的信息支持。 

4.3. 提升会计工作的整体水平 

会计工作的总体水平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会计信息质量。会计信息质量高不仅降低员工工作强度，还

简化了工作难度，使财务人员拥有更多时间以提升自身业务水平和工作能力。在企业推进财管会计融合

进程中，会计工作侧重点将得到较为一致的处理，不论是以往财务会计更为关注的外部利益，还是管理

会计更为在意的内部利益，会计信息将会在目前相同利益的驱使下更好地适应外部信息应用主体需求，

掌握用户具体需求，对相关信息进行处理和整合，将优化过的最佳结果传递给客户[9]。同时应用高价值

信息资料可以满足企业内部决策需求，提升会计工作整体水平。 

5. 融合过程中的问题及其形成的原因 

5.1. 财务人员专业水平有限 

5.1.1. 财务人员专业知识储备欠缺 
目前，大部分企业匮乏管理会计专业人才。随着经济高速发展，企业需要财会人员不仅掌握基础会

计理论，还要积极实现业财融合，不能局限于事后监督，要参与到事前预先规划以及事中规划的过程中，

制定财务管理规划，积极地参与到企业经营决策制定的各个环节中，运用金融知识、税务知识等分析企

业可能面临的财务风险，制定出风险防控措施，这就需要财务人员不断提升专业水平。 

5.1.2. 财务人员缺乏信息化建设能力 
在信息时代的大背景下，人工智能、云计算等科学技术大大促进了财务共享服务的发展，信息化建

设变得尤为重要。智能财务通过运用大数据技术对企业财务信息进行分析和判断，提高了数据准确性。

但智能财务不具备处理紧急情况的能力，缺乏独立判断思考能力，当面临紧急问题时仍需要工作经验丰

富的专业人员来进行处理。随着智能财务深入应用，企业财务管理中对初级财务人员的需求会逐渐降低，

对财务人员运用智能财务能力的要求越来越高。在智能财务发展大背景下，如何提高会计人员信息化处

理水平，是现阶段财务人员以及企业管理者都必须考虑的问题，只有具备信息化建设能力，才能更好地

提高财务人员的综合素养，促进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的融合进程。 

5.2. 企业管理水平比较低下 

5.2.1. 会计管理体系不完善 
对于大部分企业而言，最为重要的发展准则是要完善各大部门的管理体系，尤其是会计部门的管理

体系。由于我国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融合仍然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很多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对于这一新

的形式并没有明确方向。且目前仍有许多企业管理者在管理企业经营活动过程中仍固执坚持守旧的经济

与管理思想，没能深入思考市场经济发展要求，更没有对大数据发展下的企业环境进行评估，在企业管

理方面显得比较盲目与呆板，阻碍了管理会计与财务会计的融合进程。 

5.2.2. 企业缺乏会计管理的理念与意识 
我国市场经济迅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企业发展，但在企业建设中也存在弊端。为了确保经

济平稳增长，国家在政策上不断支持与鼓励大学生或者是青年人自主创业，致使越来越多的企业以及事

业单位加入到经济市场的竞争与运营当中，一定程度上导致很多小微企业管理者不具备会计管理理念，

不能形成完善有效的内部管理制度，以狭隘的目光不考虑企业长远发展，只考虑到短时间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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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企业管理会计信息系统应用存在问题 

5.3.1. 企业管理会计信息系统的架构不完善 
我国管理系统(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以下简称 MIS)在企业中逐渐得到应用，贯穿了企业管

理的全过程，且覆盖了管理业务各层面，尤其是 ERP 系统在企业中得到了广泛且深入的应用。AIS (Ac-
counting Information System)是 MIS 的子系统，主要是会计人员借助信息技术实现对会计信息的输入、

存储、加工并编制对管理活动有意义的报告。我国 AIS 的构建方式主要是以购买商品化软件为主，且主

要选择的软件品牌为用友、金蝶、思爱普 SAP 这三类，常用会计软件系统中管理会计模块相对较少，

主要是以成本管理、财务分析为主，而在一些关键功能模块例如绩效考核评价模块、管理会计报告模

块、预算管理模块等却十分匮乏，可以看出企业会计信息系统的功能构架并不完善，故难以发挥其功能

[10]。 

5.3.2. 数据的流动性受限 
会计信息系统的相关数据不仅来源于企业内部，还包括外部相关信息，例如供应链上下游企业相关

信息、行业信息、国家政策等。另外智能云等的出现与发展，引导社会进入数字化经济时代，时刻充斥

着各类数据，企业面对着庞大数据量，加大了会计人员收集、分析数据的难度。企业内部系统众多，财

会系统中不同部门仍然使用不同的数据核算标准与各式的数据信息平台，未能结合大数据、云计算等科

学技术做到全面统一的大数据库，这就导致不同信息系统间会存在差异性兼容性较差的问题，导致来自

不同信息系统中的数据语义不统一，存在数据壁垒，数据流动性受限，大大减弱了数据交换、处理效率

[11]。此外，垂直式的管理阶级分层也阻碍了信息及时性。 

6. 企业管理会计与财务会计融合的优化策略 

6.1. 提高财务人员的素质和专业能力 

企业在人才招聘和任用环节应加强管理，招聘具备扎实专业知识、实操能力强的财务人员。企业也

应投入适量资金支持财务共享数据信息库的建设，利用 Oracle 等财务共享数据中心进行成本分摊和盈利

能力分析、预算管理与绩效考核、查找线上凭证便于凭证整理与储存等，帮助企业改善经营业绩。同时，

企业应组织财务人员系统学习专业知识，提升财务人员专业素养同时加大对管理会计知识体系的学习，

培养会计人员的协作能力以促进工作相适应、相协调。 

6.2. 完善企业组织管理机制 

为促使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能够尽快融合发展，企业需要首先成立合理科学的管理机制。综合考虑

衡量各方面要素，结合先进的科学方法，完善企业考核制度。此外，在财务信息化大环境下，要重点加

强各部门之间交流协作，建立内部资料共享平台，为企业提供有效的财务信息支持。 

6.3. 推进企业会计信息系统建设 

充分利用先进现代信息技术建设企业信息化平台。要想实现财务管理数据的融合，首先，针对财务

数据进行细致筛选以推进数据优化管理进程，通过对原始数据的合理分类存储来降低数据重复性。其次，

提升数据检索效率。企业可以通过建设企业信息化平台对数据进行分类，形成透明公开的数据管理。最

后，企业可以通过建立科学合理的信息化平台及绩效考核机制来评估企业工作人员的综合能力，使工作

人员充分发挥自身的能力优势，弥补自身短板。利用先进科学技术可以为数据资源的传输提供可靠保障，

促进管理会计和财务会计有效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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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束语 

管理会计和财务会计概念的出现与分化，实际上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财务会计与管

理会计二者具有相同起源，同为企业管理活动的一部分，最终目标都是维护企业内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合

法权益，提高企业和社会的经济效益。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管理会计与财务会计的融合贯穿会计管理过

程的始终，随着经济高速发展，财管会计融合趋势更加不可抵挡，本文着重分析了两者融合的必要性，

两者融合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以及如何高效促进两者融合的方法，而对如何具体化培养复合型财务人

才以及企业引用高新技术所带来的成本对企业的影响还需进一步探讨。但企业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的有

效融合，能够增加财务管理工作的职能作用，提高企业竞争力，体现财务管理真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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