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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Comprehensive Budget Management Based on W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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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eform of the total wage determination mechanism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under the requirement of the linkage of wages and benefits, this paper changes the traditional way of 
preparing production budget and financial budget from the sales budget. Through the linkage of wages and benefits,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the budget, enhance the participation of employees, on this basis, study the preparation of comprehensive bud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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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论文以改革国有企业工资总额决定机制实施意见为背景，根据国有企业实际情况，在工资与效益联动的要求下，转变传统的
以销售预算为起点编制生产预算和财务预算的路径。通过工资与效益联动，提高预算精准度，增强员工的参与度，在此基础
上研究全面预算的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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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工资总额是组织在一个会计年度内直接支付给与本单位

有劳动关系的职工的劳动报酬的总数，包含了职工的工资、

奖金、补贴、津贴、加班费及其他情况下支付的报酬。工资

总额预算管理是单位根据国家规定的分配政策以及出资人对

组织的控制要求，从企业发展战略的角度出发，具体结合企

业总体经济效益、劳动力市场价格和人力资源管理要求等各

方面因素，对单位整体工资水平以及职工工资总额做出预算

并进行有效监督管理与调控的一项经营活动。

改革工资总额决定办法，按照国家工资收入分配政策的

要求，从企业发展战略和薪酬策略为出发点、按照预先制定

的企业年生产经营目标以及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全

面考虑企业净利润和全员劳动生产率等指标，按照政府相关

职能部门的工资指导线、工资增长调控管理等要求，最终合

理确定企业年度工资总额。按照与企业总体效益和全员劳动

生产率相关联、与劳动力市场基本相适应的原则，来决定企

业年度工资总额的增减变动。根据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改革工资总额确定办法，工资与企业的效益联动，指

工资总额受净利润以及全员劳动生产率指标影响，进行增减

调整。对预算编制要求更高，增加了企业预算的编制难度。

2 国有企业目前全面预算管理存在的问题
2.1 单位领导对全面预算管理认知程度不高

各企业领导以及中层管理者对于全面预算管理缺乏重

【作者简介】亓国华（1990-），研究生学历，任职于重庆

市渝西水务有限公司，从事公司治理研究。

DOI: https://doi.org/10.12345/cjygl.v5i5.7338



63

财经与管理·第 05卷·第 5期·2021 年 5月

视，对企业大部分员工来说，更加缺乏预算方面的认知，没

有深入地去领会全面预算在管理中的导向作用。认为预算管

理就是控制成本开支，是财务部门或者是财务人员的事情，

没把预算与工资总额、经营管理目标以及业务部门联动起来，

主动性不强、参与性和自觉性不高 [1]。预算编制人员对企业

的经营发生重大变化的不了解，会导致预算数据与实际结果

有较大的偏差。

2.2 全面预算编制方法信息化程度弱，效率低

目前，国有企业预算管理信息化程度较弱，大部分编制

工作用 Excel 来完成，相关的业务部门对预算编制配合度不够，

导致预算编制工作消耗时间较多，效率低。在预算编制过程中，

编制人员主要关注成本费用的增减变动以及利润指标的完成

与否，对企业价值增减变动却缺乏关注。大多数情况预算的

编制工作都是由企业的财会人员在做，而财务人员往往对企

业业务活动以及长期发展战略规划的了解比较片面、有所缺

乏。因此，在编制预算时，更多地依赖历史的成本费用数据，

在以前年度预算基础上采用增量预算方法进行数据调整来完

成预算的编制，但企业的经营管理情况是在不断变化的，过

于依赖基期的数据，导致企业预算成本费用每年都有所增长，

这对企业的长远发展不利。

2.3 预算执行过程中不严格，业绩考评效果差

在国有企业预算的执行过程中，存在“开始执行严格，

中期要求放松，最终偏离目标”的情形，使全面预算管理，

并没有在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以及各个岗位真正地落实到位，

没有落实到具体责任人。预算执行考评时不够严谨，出现了

奖励很容易，处罚却很难的困境。被考核单位在处罚时有意

回避主观因素，过分强调客观原因，如果考核部门再带有个

人的情感因素，就更难以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公平公正”，

从而导致预算考核的权威性下降，最后企业出现一片“和气”

的假象，不利于企业的全面预算管理工作。

3 基于工资效益联动全面预算的构建
3.1 预算编制

在传统预算的编制体系中，是以销售预算为起点，再编

制生产预算，汇总编制财务预算。存在着一定缺陷：一是缺

乏灵活性，由于预算编制时对未来准确性考虑不足，导致在

实际执行中不够灵活，因此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业务部门开

展工作，而且作为业绩评价依据还将影响其合理性 [2]；二是

与企业战略不一致，预算通常与企业短期财务行为相联系，

在往年数据的基础上进行增减变动，基期的数据不一定合理，

因此其结果与战略规划中的长期目标缺乏衔接，甚至对客户、

内部流程以及无形资产的战略价值忽略。

改变后的预算编制主要遵循“企业员工工资总额与经济

效益联动”的原则，实行分类别管控体制。

一是建立工资总额既能增加也能减少的机制。以企业的

经济效益作为导向，建立工资与企业经济效益同向变动的机

制，切实做到工资总额与企业经济效益紧密联系，企业的效

益和全员劳动生产率增加，工资才可能增加，效益下降的企

业工资总额随之下降。

二是建立工资总额分类核定的体系，根据所属企业业务

板块、经营特点和发展阶段的不同，分类设计工资总额联动

要求，使工资总额管理更具针对性，更加科学。

通过工资总额与企业效益挂钩，对预算的精准度提出更

高的要求，影响到工资总额，员工的收入，对提高员工参与

预算的编制有一定的积极性。兼顾企业与职工之间的利益关

系，充分考虑企业的持续、健康、良性发展，工资分配既有

激励又有约束，既讲效率又讲公平。根据工资总额管理办法，

先判断所属企业的类型，不同业务类型企业要求差异较大，

预算工资总额受预算利润和预算全员劳动生产率影响，两个

指标的变化对工资总额的增减有不同幅度的影响。

3.2 预算考评

为切实落实工资总额的管理，预算考核影响工资总额的

管理。对工资总额进行决算管理，在此阶段，通过预计利润

指标与预算利润、上年利润指标进行比较，预计利润增长控

制在合理幅度内，才可增加工资，避免了预算利润时盲目设

定个低目标，企业“跳一跳”就能实现，提高预算的精准度。

通过工资与效益挂钩，不仅管控企业的收入、成本指标，

而且关系到员工切身利益的工资，便于提高员工参与度。员

工与企业形成利益共同体，有利于企业提高管理水平，引导

企业逐步建立科学合理的工资薪酬体系。

4 全面预算管理体系流程优化
4.1 增强企业领导对全面预算的关注度

国有企业各项工作的有序进行都离不开公司管理者的重

视及支持，想要发挥全面预算管理在国有企业中的积极作用，

需要企业管理人员对预算管理有足够的重视，摒弃传统的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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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只是公司财务一个部门事情这种错误的观点。预算的工作

编制涉及公司从生产运行、到投资管理、最后汇总编制从而

形成财务预算 [3]。因此，需要各部门的协调配合完成，仅依

靠财务部门是难以统筹驾驭，在主要领导及分管领导配合下，

形成合力，从而更高效的编制预算。

4.2 企业文化建设

为了确保预算管理体系的顺利推进，企业文化的建设和

业财融合工作氛围的营造很有必要，可以从以下方面入手：

首先，有关责任部门自上而下进行全局性规划，从企业

制度上要求集团全层级部门人员学习预算相关概念，了解业

财融合，学习先进企业案例等。

其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采用合伙人制度，一个责任单

位的预算编制和考核，由财务和业务工作人员组成一个工作

小组，财务和业务人员工作重要性比例作为预算工作小组的

责任比例，工作小组以合伙制推进预算编制和考核，激励小

组内成员加强合作沟通，彼此之间定期或不定期地进行深入

交流。

最后，倡导召开各部门全体员工的交流会议等，进一步

提高业财融合程度。

4.3 注重预算管理的业绩考核

公司制订的各项管理制度，若无相应的配套与考核机制，

会使预算的效力大大下降。充分发挥全面预算对公司的经营

活动引领与调控作用，被考核者既注重预算的结果，又考虑

预算执行的过程，因此企业把预算目标进行层层分解，化为

阶段性目标，如半年度、季度等方式，尝试探索滚动预算的

编制。

对分解的预算进行阶段性分析与考核，并在绩效工资中

进行奖惩，充分发挥预算的正向激励作用，更好地实现企业

预算目标。在预算考核指标设计时，需要从各部门的实际情

况出发，进一步思考预算指标设计是否合理，平衡考核指标，

把相关指标结合，避免出现“做得越多、错得越多”的情形。

4.4 以开发信息化为全面预算做依托

建立预算编制信息系统可以打破各部门之间的信息闭

塞，公司信息通过系统收集加工，在编制预算时便于获取。

在具体预算工作中应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对信息系统中的业务数据进行合理分析，辨别其

发生是否合理，在此基础上开展未来期间的经营状况的预测。

其次，由各业务单位在预算系统中填写相关的预算数据，

利用系统对数据信息汇总和传输。

最后，进行预算考核分析时，上级公司财务部可以直接

从信息系统中查询相关数据，减少编制报表再上传的手续，

提高上报效率。改进的信息系统既可以提高财务和相关业务

人员工作效率，还可以提高数据的准确性。

5 结语

工资总额预算是为了对工资总额进行控制，而工资总额

控制主要在根据企业的经营效益情况开展工资总额的预算，

该工资总额受企业利润和全员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利润的变

动控制在合理范围内，若利润增长超出预算值的一定范围，

工资总额不增。通过工资与效益联动来优化预算编制，提高

企业管理层对全面预算管理的重视程度，提升国有企业全面

预算管理水平，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改变后的预算编制，

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也存在着一定的不足，需要加强对预

算执行过程的管控，强化企业预算绩效考核，并加快预算信

息化系统建设，从而激发国有企业活力和提高市场竞争力，

最终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和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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