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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预算管理思想的演进

1、政府预算

根据文献记载 , 13 世纪以前 , 英国国王全权掌

握国家课税和国家支出的权利。1215 年, 英国贵族、

诸侯联合教士、骑士和市民迫使国王签署了 《大宪

章》。其中规定国王非经他们的代表所组成的大会议

的同意, 不得向封建主征收额外税金。1265 年, 担任

摄政王的贵族革新领袖 S.de 蒙福尔用议会取代大

会议, 并由其掌握对国王财政收支的监督权。在这个

过程中政府预算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

2、传统的预算管理

传统的预算管理建立在以下两个不合理假设基

础之上: ( 1) 企业的环境( 包括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

是稳定的。( 2) 企业的高层经理不相信中低层经理会

合理地开支。因此, 传统预算过分强调了预算的控制

职能, 而对预测规划职能重视不够, 它属于强加性预

算。传统预算采用“自上而下”的预算编制方法, 所有

的决策都由高层管理者做出, 并不征求下级管理人

员和职工的意见。预算指标指令性强, 预算的执行也

是刚性的和强制性的。

3、全面预算管理

全面预算管理最初起源于 1920 年, 是由美国通

用汽车企业最先将其作为企业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 其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是面向企业内

部 , 注重提高内部效率 , 着眼于减少消耗和损失 ; 二

是面向市场, 根据市场需求安排企业生产; 三是面向

顾客, 以战略为导向, 以满足客户需要为出发点。其

功能从最初的计划、协调生产, 发展到现在的兼具控

制、激励、评价功能的一种综合贯彻企业战略方针的

经营机制, 从而处于企业内部控制系统的核心位置。

4、作业预算

于增彪等 ( 2003) 认为 , 在作业既定的条件下 ,

作业成本可以简化为“Turney 二维模型”, 纵轴是成

本分配方法 , 横轴是如何优化被分配的成本。根据

于增彪等学者的理解 , 解决的途径在于分解作业或

分解成本项目 , 最终达成一项作业一个动因的理想

状态 , 否则还可继续分解。他们认为在作业成本基

础上编制的预算就是作业预算。

欧佩玉、王平心 ( 2004) [1] 建立了作业基础预算

的基本模型, 并对建立在成本分配观基础上的 ABC

模型与 ABB 模型之间的联系进行分析 , 认为 ABB

通过预测计划期生产、销售产品或劳务的需求量 ,

从而预测相应的作业需求量 , 在此基础上预测资源

的需求量 , 并与企业目前的资源供应量进行比较 ,

可以达到企业资源的最有效配置。

潘飞、郭秀娟 [2]认为, 作业预算是将平衡记分卡

和企业内部价值优化及成本管理有机结合起来的

必要纽带。平衡记分卡将企业战略分解为学习与成

长、内部运营、客户和财务四个方面, 这四个方面的

考核指标基本包含了企业全部的关键成功因素 , 而

上述关键成功因素可以通过作业最终在作业基础

预算中得以体现。

5、基于战略的全面预算管理

汤谷良( 2004) [3]教授以全面预算的战略导向为

起点 , 提出了构建战略导向下的预算目标体系模

型, 谋求预算目标能够和企业的竞争策略选择直接

挂钩 , 通过多元化与战略更加匹配的预算目标体

系 , 来编制全面预算和锁定报表结构 , 以实现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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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和战略控制两个系统的有效对接。上海财经大

学 《上海宝钢集团第一钢铁有限公司全面预算管理

模式》课题组也提出从战略的角度设计全面预算管

理模式。

6、“改进预算”与“超越预算”

“改进预算”与“超越预算”是两种完全相反的企

业预算管理制度。“改进预算( Better Budgeting) ”是

由美国和英国的学者与实务工作者为中心提出的观

点, 是围绕经营管理中企业预算制度及其自身的改

革导向而进行各种尝试的总称。虽然其在本质上也

对传统的预算管理进行了批判, 但它并非对预算管

理及其自身作全面的否定, 而是在维持原有框架的

基础上, 为寻求更好的改良策略而努力。

1998 年 1 月 , 跨国型高新科技制造业联合会

( CAM- I) 在欧洲组建了 “超越预算圆桌会议论坛

( Beyond Budgeting Round Table, 简称为 BBRT) ”的

产学研合作组织, 该组织依据项目管理提出了“超越

预算”这一概念。所谓“超越预算”, 就是在企业组织

不编制预算的情况下, 管理该组织的业绩, 并将各决

策环节的权力以授权管理的形式分权化。BBRT 认

为, 在高度信息化的社会寻求新的替代预算管理的经

营管理机制是必要的 , 这种新的机制必须以“( 1) 目

标制定; ( 2) 战略; ( 3) 成长与改善; ( 4) 资源管理;

( 5) 调整 ; ( 6) 成本管理 ; ( 7) 预测 ; ( 8) 计量与控制 ;

( 9) 奖励 ; ( 10) 责任、权限与委托”这样 10 个项目为

理论基础 [4]。

二、预算管理工具的演变

预算管理功能的发挥有赖于各种管理工具的应

用。预算管理方式的改进更是在充分运用一系列预

算管理工具的基础上进行的。随着预算管理方式的

逐步完善, 与之相适应的管理工具也应运而生, 不断

演变。

传统的管理工具有标准成本法、差异分析法等。

近年来, 尤其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管理会计系统

功能的提升推动了管理会计工具的创新与完善 , 出

现了作业成本法( Cooper & Kaplan, 1991) 、平衡计分

卡( Kaplan & Norton, 1992) 、标杆法( Balm, 1992) 、E-

VA( Stern & Stewart, 1993) 、 关 键 绩 效 指 标 体 系

( KPI) 、电子预算( 冯巧根, 2001) 、基于战略地图的预

算等。新的管理工具改变了传统以财务控制为导向

的管理方法, 将管理功能从原来单纯的 “控制型导

向”拓展到“价值创造型导向”的管理模式, 使企业控

制、评价措施更加完善。

随着作业成本法、平衡记分卡、关键绩效指标控

制等新的管理技术和管理手段不断出现, 预算在企

业管理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预算依旧是为数不

多的几个能把组织所有关键问题融合于一个体系

中的管理控制方法之一”( Otley, 1994) 。

王斌、高晨( 2004) [5] 提出了管理会计工具整合

的思想 , 他们试图从管理会计功能出发 , 整合预算

管理、平衡记分卡、经济增加值、作业成本法 , 形成

管理会计工具应用体系 , 发挥管理工具的综合作

用, 实现使用效益的最大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李春瑜(2005) [6]

认为关键绩效指标体系( KPI) 、平衡记分卡( BSC) 都

是将战略转化为行动的工具, 都是为了实现企业战

略, 二者并没有本质差别, 基本上属于同一类管理控

制体系。他认为将关键绩效指标体系、平衡记分卡与

预算这三大绩效管理工具整合统一在战略支持过程

中, 实现战略绩效管理工具的整合。

三、结论

从以上预算管理思想的演进过程可以看出 , 预

算管理的发展在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了拓展 : ①从政

府预算到企业预算 ; ②从强加性预算到参与性预

算; ③从成本预算到全面预算管理。在政府预算阶

段 , 预算既是社会资源分配的手段又是协调当事人

利益关系和行为的手段。为了使市场机制自动调节

资源配置, 一些管理者把预算引入企业。由于 20 世

纪初的企业都是层级组织 , 传统预算一般采用“自

上而下”的预算编制模式 , 预算目标由企业领导决

定 , 这种集权型的预算编制方法容易使预算脱离实

际 , 不利于调动预算执行者的积极性。现代预算管

理采用“上下结合”的预算编制模式 , 基层作业人员

也参与了预算目标的制定。这种转变使预算目标的

确定更接近于企业实际。第三个阶段的转变是预算

管理的范围进一步扩大 , 通过预算整合了企业的实

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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