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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企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数字化技术的迅猛发展深刻改变了传统经营模式，尤其

是在财务管理领域，大数据的引入为其带来了根本性的变革。许多企业认识到，提高财务预算管理的有效性不再依赖于过去

的经验和直觉，而是需要充分利用大数据技术来实现精准分析和决策落地。通过对海量数据的分析，企业能够更高效地进行

资源分配，优化资金运作，降低运营风险。然而，尽管存在诸多优势，许多企业依然在财务预算管理中未能充分运用大数据，

从而影响了管理效率和决策质量。因此，重视数据技术在财务预算管理中的应用，树立科学的管理目标，成为企业在激烈市

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关键。本论文将探讨大数据如何提升企业财务预算管理的有效性，强调其在解决企业面临的问题与

提高经营效率方面的重要作用，为企业在新时期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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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dvent of the big data era, enterprises are facing unprecedented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echnology has profoundly changed traditional business models, especially in the field of financial management, 
where the introduction of big data has brought fundamental changes. Many enterprises have realized that improv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financial budget management no longer relies on past experience and intuition, but requires the full utilization of big data 
technology to achieve precise analysis and decision-making implementation. By analyzing massive amounts of data, enterprises can 
allocate resources more efficiently, optimize capital operations, and reduce operational risks. However, despite its many advantages, 
many enterprises still fail to fully utilize big data in financial budget management, which affects management efficiency and 
decision-making quality. Therefore, emphasizing the application of data technology in financial budget management, establishing 
scientific management goals, has become the key for enterprises to stand undefeated in fierce market competition. This paper will 
explore how big data can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financial budget management in enterprises, emphasizing its important role in 
solving the problems faced by enterprises and improving operational efficiency, providing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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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数据技术在企业财务预算管理中的作用  

通过大数据技术，企业能够更高效地收集和整合财务

数据，促进信息共享，从而提高预算制定和执行的质量。

这种技术的应用使得管理人员能够及时获取全面的数据，

快速响应各部门的需求，减少信息传递中的误差，确保预

算计划的合理性。在预算过程中，大数据技术帮助打破传

统的“信息孤岛”，实现各部门之间的有效沟通。审计人

员可以利用多维数据分析模型，优化预算控制程序，确保

预算管理更加透明和高效。此外，预算委员会能够动态查

询各部门的数据，实时调整预算，节约资源。大数据还提

高了预算管理的准确性和有效性。通过先进的工具和技术，

管理人员可以灵活调整预算周期，确保在规定的时间内完

成预算编制，减少潜在问题的发生。这些优势使企业在竞

争激烈的市场中保持灵活性，提升整体管理水平。 

2 大数据时代企业财务预算管理存在的问题  

2.1 工作体系不健全 

当前，许多企业在财务预算管理中普遍存在工作体系

不健全的问题。这些企业未能结合大数据时代的特征，制

定出科学合理的预算管理体系，导致管理工作滞后，未能

实现预期目标。许多企业仍在沿用传统的预算管理手段，

缺乏相应的预算管理制度，致使管理内容未得到充分细化。

完善的财务预算管理是企业合理利用资源的基础。然而，

由于缺乏符合大数据发展需求的管理体系，企业管理人员

在实际操作中缺乏规范性，难以约束其工作行为。这种松

散的管理环境使得部分财务人员责任心不足，所提供的预

算报表缺乏价值，不能真实反映企业状况，也无法体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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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背景下预算管理的重要性。因此，企业亟需建立健全

的财务预算管理工作体系，以适应新时期的发展需求。 

2.2 预算编制不科学 

在财务预算管理中，确保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是开展后续管理工作的前提。然而，许多企业在这一环节

上仍存在不足，导致预算编制效果不理想，无法满足实际

管理需求。许多负责预算编制的员工对企业各项业务活动

缺乏深入了解，未能结合具体业务需求制定切实可行的预

算指标，往往依赖定性或定量指标，而无法进行有效结合。

这种粗放的指标设置严重影响了预算管理的效果。此外，

预算编制过程中，许多工作人员倾向于使用增量预算的方

法，忽视了零基预算和滚动预算等新型编制方法的价值，

这与大数据时代的特点相悖。预算编制应当是一项全员参

与的重要工作，具有显著的综合性和全面性。然而，实际

操作中，管理人员往往未能有效沟通，导致部分员工在预

算编制中被排除，未能满足实际业务需求。因此，企业亟

需改善预算编制流程，加强各部门之间的协作与信息共享，

以提升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2.3 预算管理信息化滞后 

在大数据时代，信息化技术的应用是提升工作效率和

质量的关键。然而，许多企业在财务预算管理中对信息化

发展的理解不足，尽管在一定程度上采用了大数据相关的

工作模式和技术，但未能充分发挥其潜在价值。一些企业

过于关注短期效益，担心构建信息化系统会耗费大量人力

和物力，导致预算管理的信息化进程滞后。实际上，大数

据时代的工作应以长期效益为导向。一旦建立有效的信息

化系统，企业可以在较长时期内利用其提升工作效率和管

理水平。然而，错误的认知和短视行为限制了信息化技术

在财务预算管理中的应用，导致其作用未能充分显现。这

不仅影响了预算管理的效果，还可能阻碍企业在竞争中的

发展。因此，企业应重新审视信息化在预算管理中的重要

性，积极推动其应用，以适应新时代的发展需求。 

2.4 预算执行不到位 

在财务管理领域，预算执行得不到位是一个普遍而复

杂的问题。首先，预算执行不到位往往是由于缺乏一个明

确的监督机制。企业需要建立一个透明的预算监控系统，

这个系统能够实时追踪预算的使用情况，及时发现偏差，

并迅速采取纠正措施。其次，企业在预算管理上往往忽视

了人员的配置和培训，导致预算管理人员无法充分发挥其

职能。这不仅影响了预算执行的效率，也可能导致预算管

理的失误。此外，将预算执行结果简单地与薪酬和晋升挂

钩，而没有深入分析考核结果背后的原因，这种做法忽视

了预算管理的复杂性和动态性，可能会导致员工的短视行

为，不利于长期的财务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因此，企业需

要从制度、人员、技术等多个层面入手，构建一个全面、

动态、有效的预算执行和监督体系，以提高预算管理的质

量和效率。 

2.5 预算管理一体化平台缺位 

在大数据时代，建立一体化平台对企业的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可以有效展示大数据技术的价值。然而，许多企

业在财务预算管理中存在一体化平台缺位的问题。这些企

业未能有效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导致缺乏

符合自身发展需求的预算管理平台，造成信息不对称。缺

少一个集成化的平台导致了部门间的沟通障碍，特别是业

务与财务部门之间缺乏有效的互动机制。这种沟通不畅的

状况削弱了预算管理的效能，导致管理者在分析预算数据

时可能产生误差，同时信息的传递也失去了准确性和及时

性。因此，企业应重视一体化平台的建设，以增强部门间

的协作，提高预算管理的整体效能。 

3 大数据时代企业财务预算管理的优化措施  

3.1 提高预算编制合理性 

在现阶段的财务预算管理优化过程中，提高预算编制

的合理性是关键任务。首先，管理人员需要明确大数据时

代对工作的具体要求，以提升管理效率和质量为主要目标，

充分利用大数据、信息化和互联网技术的优势。这意味着

预算编制需要被视为首要任务，管理者应当打破传统思维，

积极应对现代企业综合建设的发展需求。在编制预算的过

程中，财务人员与业务部门之间的良好沟通至关重要。双

方应通力合作，确保预算合理性。业务部门需设定合理的

绩效目标，并在交流中提供项目立项依据，以便财务人员

充分了解具体业务项目，从而提高经费预算的准确性。此

外，财务人员在编制预算时依赖的数据资料种类繁多，必

须确保其精确性和可靠性。单纯依靠估算显然不够，财务

人员应结合国家的相关标准，采用专业的计算方法，以保

证预算编制的准确性。在大数据技术的支持下，财务人员

可以通过互联网获取相关数据，构建财务数据共享体系，

获取更多准确的信息。这不仅有助于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

性，还有助于将预算编制与审批环节相结合，形成闭环管

理，确保各个环节紧密衔接。通过这些措施，企业可以有

效提高财务预算的合理性，优化整体管理流程，最终实现

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最佳利用。 

3.2 加大预算执行力度 

企业提升预算执行力需要构建多层次管理体系。核心

是强化管理人员监督，通过严格审查机制确保资金使用的

规范性和有效性。在预算执行中，要重点关注大额资金支

出，完善签批流程，严格遵守合同约定。创新预算管理模

式，将采购工作深度融入预算管理，结合企业发展战略，

开展合同预算审核。同时，积极应对法律风险，严格遵循

政府管理条例，通过公开招标等方式提高透明度。建立全

面的财务登记系统，详细记录业务支出，为企业财务管理

提供坚实基础。 

3.3 提高人员综合素养 

提升员工的综合素养对于优化企业的财务预算管理

至关重要。企业应重视员工能力的培养和绩效评估，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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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岗位由合格人员担任，避免因人员能力不足而影响管

理效率。在大数据背景下，企业需通过现代信息技术培训，

增强员工的工作效率，并全面提升其综合素质。选拔预算

管理人才时，企业应通过校园和社会招聘等多种渠道，吸

纳具有高学历、高素质和专业能力的人才，以构建高效的

财务预算管理团队。此外，企业应组织系统的前期培训，

使员工掌握大数据技术，更新工作理念，提高财务预算管

理效率。管理人员尤其需要具备高水平的信息化技术能力，

明确大数据在财务管理中的应用，并持续更新知识体系，

以适应经济发展的新要求。通过终身学习的理念，管理人

员可以在业余时间提升知识和技能，运用创新的管理方法，

保障财务预算管理工作的质量。这种素养的提升不仅有助

于个人职业发展，也对企业财务管理效能的提升具有积极

影响。 

3.4 构建预算管理一体化平台 

构建预算管理一体化平台是提升企业财务管理效率

和透明度的关键步骤。这一平台能够整合预算编制、执行、

监控和分析等多个环节，实现数据的统一管理和流程的自

动化。通过这样的系统，企业能够实现预算的动态追踪和

实时监控，及时调整和纠正偏差，确保预算目标的实现。

此外，一体化平台的建立有助于打破部门间的信息壁垒，

促进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提高决策的效率和质量。在大

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支持下，预算管理一体化平台能够

提供更加精准的数据分析和预测，辅助企业进行战略规划

和资源配置。平台的智能化特点，如自动识别业务模式、

实时监控预算执行情况，并在异常情况下发出预警，有助

于企业防范财务风险。同时，平台的高度可扩展性和灵活

性使得企业能够根据自身需求进行定制化开发，满足不同

阶段的预算管理需求。综上所述，构建预算管理一体化平

台不仅能够简化复杂的预算管理工作，还能提升管理的智

能化和信息化水平，实现更优的管理效果，这对于企业的

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3.5 加强大数据预算管理的沟通合作 

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企业通过运用大数据和信息化

技术，能够显著提高财务预算管理的效率和精确度。为此，

强化大数据预算管理中的沟通与协作变得尤为关键。企业

应建立由预算管理委员会领导的沟通机制，负责大数据管

理策略的制定与执行，确保各岗位人员能够准确履行职责。

通过建立数据共享平台，各部门可以便捷地交换和共享信

息，增强协作效率。在预算执行阶段，定期召开预算管理

会议，集中讨论数据分析结果和资源配置方案，可以有效

提升预算执行的成效。各部门需明确自身在预算管理中的

分工，构建与企业战略相匹配的合作模式。同时，所有参

与人员都应认识到数据分析的重要性，共同参与数据处理，

以增强部门间的资源整合能力，确保资源得到高效利用。

综上所述，加强大数据预算管理的沟通合作，不仅能够促

进信息流通，还能提高资源配置的科学性和决策的准确性，

从而为企业的财务健康和战略发展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持。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大数据时代为企业财务预算管理带来了前

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通过提高预算编制合理性、加大预

算执行力度、提高人员综合素养、构建预算管理一体化平

台以及加强大数据预算管理的沟通合作，企业能够显著提

升预算管理的科学性和效率。这些措施不仅确保了资源的

优化配置，还增强了各部门之间的协同作用，推动了企业

的可持续发展。面对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企业应灵活运

用大数据和信息化技术，持续优化管理流程，以适应新的经

济形势。最终，通过全面提升财务预算管理的有效性，企业

将能够更好地实现战略目标，并在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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