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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工程公司响应国家的“一带一路”重大倡议，坚

持“效率优先、效益第一”原则，融入新环境、规划新目标、

构建新体系、打造新气象，整合全球资源，建立“命运共

同体”。各自探索实践了具有特色的国际化之路，以“价

值驱动”为导向，助推全产业链实现国际化，向高端化、

新兴领域拓展，实现了地区突破、业务突破、商业模式突破、

管理突破、效益突破、人才建设“六个突破”，在国际化

进程迈出重要一步的同时，为“业财融合”奠定了的强大

基础。

“全周期融合”思路是对“业财融合”的时间范围界

定。一是坚持项目全周期融合，对项目跟踪开发、整体实施、

关闭审计全周期进行融合，提供财务支持。二是坚持企业

管理全周期融合，从业务计划、实施、检查和处理的全周

期进行融合，也即从业务发起、执行、关闭三个阶段提供

财务支持服务 [1]。

“360度融合”思路是对“业财融合”的空间范围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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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坚持主业 360度融合，主业即主营业务，可直接

产生收益或者影响产值的业务，全方位实现与市场投标、项

目管理、设计采购、施工与分包、法律与合同、预算与经营、

融资与保险的融合。

二是坚持辅业重点融合，辅业即附属业务，不直接影

响经营收入，重点实现与人力管理、质量安全、科研与技术、

规划与战略、行政与后勤、党群工团的融合。

“多手段综合管理”思路是对“业财融合”的方式方

法界定。一是采用重大提示、公布告知、风险预警等预警手

段；二是采用现场指导、业务宣贯、指导手册等引导手段；

三是利用联合会谈和风险评估等会议手段；四是采用资信调

查、合规审查、财务内审、外部审计和巡视检查等审查手段。

“业财融合四维体系”主要是从物质维度、时间维度、

空间维度、方法维度上分别提供融合举措，以实现彻底的、

完整的、全面的融合，提高管理质量和管理效益。

亚太公司以“业财融合”理念为指导思想，从物质、空间、

时间、方法“四个维度”上深度融合，一维是物质层面，13

大类 56小类经营业务；二维是空间层面，包括 9类财务职能；

三维是时间层面，包括项目周期和管理周期两个层次，项目

周期包括 3个阶段，管理周期包括 3个阶段；四维是方法手

段层面，包括 4种 13个方法。以一维 56小类业务为主线，

其他三维共计 28个层面与物质维度一一对应，形成 1568个

关系点矩阵。

一是合理划分经营业务。划分经营业务是找准融合点

的基础和前提，不同的经营业务涉及不同的管辖部门、项目

周期，也就涉及不同的融合手段，目的是找准业财融合的职

能点、时间点和方式点。经营业务划分是基于其与财务职能

的有交叉和联系的根本前提，与财务职能任何岗位没有交叉

的业务，不在此列。业务分类不是完全按照各职能部门的业

务划分，而是进行调整组合，尽量将类似性质的业务合并划

分，减少明细分类，有利于进行归类融合，二三级分类包括

同类及相邻的业务，不单指字面所涉及的业务，凡遇到实际

业务均应归入相似业务分类进行管理 [2]。

二是动态界定业务融合重要性程度。界定业务的重要

性程度是为了更好地抓住融合的重点和关键，融合不是“地

毯式”融合，而是有重点有关键的融合。融合重要性程度，

是指该业务对经营效益和企业管理的重要性，指数为 0~1，

指数越大越重要；融合紧迫性程度是指该业务与财务的关联

程度及需要财务支持的程度，范围为 0~1，范围越大关联性

越强，越需要融合；融合指数为前两者的平均值，范围为

0~1，越大表示融合程度越高。上述两个指数均采取专家打

分法平均计算取得最终分值，综合指数越高，说明该业务要

高度重视，投入更多精力，采用更多方法，促进全方位融合，

以提高企业经营效益。根据融合指数，将业财融合业务划分

为四类：一级极重要融合业务（0.8~1）共计 12类，二级重

要融合业务（0.6~0.8）共计24类，三级一般融合业务（0.4~0.6）

共计 16类，四级关注融合业务（0~0.4）共计 4类。业财融

合各业务重要性程度数目及所占比重如表 1和图 1所示。

重要性程度 分值（0~1） 业务数量（个） 比重

极重要 0.8~1 12 21%

重要 0.6~0.8 24 43%

一般 0.4~0.6 16 29%

关注 0~0.4 4 7%

合计 56 100%

首先归口发起部门，找到业务的源头，这是找到融合

点的必要前提；其次将经营业务归属财务职能，这是进行融

合的充分条件。划分财务职能的目的在于对每一项涉及的经

营业务进行归口管理，将每一项经营业务直接对接到财务具

体职能岗位上，落实到人，具体到事，这是业财融合的必要

前提。财务职能因不同机构设置千差万别，但均可归纳到所

划分类型中。此处划分为总账稽核、资金管理、授信管理、

税务管理、成本管理、会计核算、投资融资、资产管理、部

门管理等 9项职能。每一项经营业务至少对应一个财务职能

和一个发起部门，管理者可以通过每一项具体业务直接找到

发起部门和财务职能岗位，实现融合 [3]。

划分周期阶段是准确定位每一项具体经营业务的发生

阶段、在正确节点实现融合的必要前提，掌握业务的周期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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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是采取不同的融合手段的基础。这里划分为项目周期和管

理周期，项目周期是基于工程以工程项目为主要管理对象而

考虑的，每一项业务的源头来源于项目的需求，因此掌握不

同项目周期所涉及的业务类型是融合的重要步骤。项目周期

是指境外项目跟踪开发、整体实施、收尾关闭的全过程，主

营业务与项目周期关联度较大，附属业务与项目周期关联度

较低。其次是管理周期，管理周期指固定职能的企业管理周

期，涉及业务从发起到关闭的全周期，管理周期贯穿于项目

周期的每一个阶段，每项业务都有一个完整的管理周期，融

合体现在管理周期的每一个阶段，实现“管理闭环”是该项

业务融合完成的标志。

业财融合不是口头或者书面的融合，而是针对不同业

务、不同财务职能、不同阶段的特点，采取相应的手段方法

实现融合。目前主要分为预警、引导、会谈、审查 4种手段

共计 13种方式，每项业务在不同的管理周期适用不同的融

合手段，且至少应当采取一种手段实现融合。

通过建立业财融合“B-F·C四个维度”，可实现精准、

定向、重点融合，促进管理转型升级和运转高效，是一套务

实有效的指导书，将激发企业管理的内生动能，促使管理的

效率更高效，管理的流程更优化，财务驱动业务价值创造能

力更强，进一步引领企业高质量创新发展改革浪潮，在整个

工程行业均具有推广价值和普遍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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