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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预算管理是企业组

织结构的组成部分! 全面预算

管理是建立在权"责"利相结合

基础上的内部各责任单位的预

算体系#具有 监 督"激 励"分 配

功能$科斯认为业绩评价体系%
预算执行奖惩体系和分配决策

体系构成了企业完整的组织结

构& 一般在全面预算管理的过

程中# 预算的编制是将其权力

和责任具体化%数量化#是对分

权体系的完善’ 预算目标的设

立 确 定 了 业 绩 评 价 的 主 要 标

准’ 预算执行过程为事后的评

价提供了依据’ 预算考评是将

预算目标与实施情况进行对比

并进行奖惩& 由此可以看出一

个完整的预算体系能够包括组

织所必需的分权% 评价和奖惩

制度& 而企业组织结构就是由

分权系统% 评价系统和奖惩系

统构成的# 因此预算是企业组

织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企业组织结构整合是预

算管理的基本功能之一! 企业

组织结构能否适应经营战略和

市场变化# 对企业的生存与发

展具有决定性意义& !"世纪!"
年代早期杜邦和斯隆正是通过

预算对企业组织结构进行整合#成功地解决了杜邦化学公司

和通用汽车公司的管理难题& 杜邦(通用模式的根本目的和

精髓就在于对企业组织结构进行整合#协调企业内部各层级

的行为#至今仍为无数国际大公司所效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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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集团的组织结构不同# 其运行的方式也有所不同#

对全面预算管理功能的发挥也有所不同$ 在企业集团的发展

过程中#形成了三种基本的组织结构模式$
!"#型结构"高度集权的组织结构#! 它是中央集权的直

线职能结构#我国企业目前普遍采用此种组织结构$ 这种组

织结构权力较集中#下属部门自主权较小$ 其基本特征是以

整个企业作为投资中心#将企业按照职能的不同划分成若干

个部门#每个部门对各 自 的 责 任 成 本 负 责#且 每 个 部 门 均 由

企业最高层领导直接进行管理# 最高领导对企业的收入%成

本%投资全面负责$#型结构的优点是)任务明确#部门界限清

晰’专业性强#稳定性高’易于发挥组织的集团效率$#型结构

的缺陷是)企业各部门之间缺乏信息交流#不利于集思广益’
系统弹性小#适应性差#比较传统$ 此种模式下的预算是由高

层管理者确定预算目标#并 将 这 一 目 标 逐 步 向 下 分 解#落 实

到下级#下属将执行情况逐级上报#最高管理层对执行情况进

行分析并改进$它的最大特点是自上而下的强制性#传递信息

的途径是单向的#缺乏部门之间的横向交流$
#"$型结构"分权组织结构#!$型的分权组织结构是指母

公司只保留对子公司的重大事项的决策权或审批权# 而将日

常决策权与管理权完全下放到子公司# 子公司只需将决策方

案%执行结果报请母公司备案即可$母公司不干预子公司的生

产经营与财务活动#对子公司的管理强调的是结果控制$ $型

结构一般出现于横向合并而形成的企业中# 合并后的各子公

司保持了较大的独立性#从而保证了决策的及时性和合理性#
母公司也因分权而分散了其经营和财务风险$ 分权模式的不

足在于)子公司有可能各自为政#分别制定经营战略#管理不

够规范’母公司决策有可能受限制$由于母公司与分部目标可

能不一致而产生不良预算行为#导致预算松弛#出现预算执行

者低估收入%高估成本%低估产量和利润等问题$ 由于$型结

构在日益激烈竞争的市场环境中不能显示其长期效益和整体

活力#!"世纪%"年代后它在大型公司的主导地位逐渐被&型

结构所代替$
$"&型结构"分权与集权相结合$更强调整体效益的大型

公司结构#!这种组织结构的具体形式有事业部制%矩阵制%多

维结构等$ 典型的是事业部制#它在企业整体上是&型结构#
但在事业部内仍采用#型结构$ 事业部制组织结构是在集团

组织最高层的领导下#设立若干个事业部门而形成的$集团企

业总部是投资中心#事业部是利润中心#事业部所属工厂是成

本中心$&型结构的实质就是集权下的分权制#母公司对子公

司在所有重大问题的决策与处理上实行高度集权# 而子公司

对一切经济活动具有较大的自主权$
&型结构集权程度较高#突出整体优化#具有较强的实施

功能和内部交易协调能力$ 事业部可以像独立的企业一样进

行专业化而又富有灵活性经营’ 而集团作为整体能分享多元

化经营的好处$ &型结构存在的缺陷是) 对管理人员需求量

大#要求高#管理成本高’集权和分权管理敏感#处理不当会削

弱整个集团企业的协调一致#控制难度大$&型结构模式下的

企业各事业部为了各自的利益# 可能会形成事业部间的同业

*产品+竞争#还可能形成各事业部间的内部市场#给企业整体

的预算编制和执行带来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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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组织结构的优化重组! 企业的组织结构在管理中

起支撑作用#集团企业的上述三种组织结构存在的缺陷#使它

们无法达到有效管理#必须进行改革&要想使预算管理系统发

挥最大效用#组织结构的整合必不可少& 笔者认为#应以业务

流程重组为基础#对业务流程的变化予以支持和配合&组织流

程化整合应以顾客为中心#以企业战略为导向#以企业流程的

系统优化为目标#建立作业中心"加强作业分析’建立流程中

心"加强流程分析#最终形成战略层(((经营层(((作业层的

三层组织结构&
#"集团企业内部的配合协调! 做好企业内部的组织协调

工作#是保证预算管理顺利实施的首要条件&全面预算管理是

一项涉及企业组织各个层次的责"权"利关系的制度安排#其

顺利施行需要集团企业上上下下全方位的协调配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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