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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共享服务在我国的应用研究

摘要： 财务共享服务，是管理界的“工业化革命”，是财务不断标准化、专业化、流程化、

信息化和智能化的过程。从 2005 年中兴通讯建立中国第一家财务共享中心开始，经过十几

年的发展，共享服务在中国企业中得到了积极推动，进入了蓬勃发展阶段。怎样建立高效运

营的共享服务中心，怎样建设“人+互联网”的新型管理模式，怎样推动共享服务中心挖据

潜在的价值，共享服务模式还有哪些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怎样降低共享服务中心的人员流

动性… … 这些问题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本文通过搜集近两年的调研报告，研究当下

财务共享中心在国内的应用现状，展现了不同指标下财务共享中心的分布情况。 并通过国

内外文献和调研，整理共享服务行业资深专家们的深刻见解，从优秀实践中观察共性， 深

入了解成熟运营的财务共享中心的特点，剖析这种新型的企业财务管理模式的组织设计，总

结出中国企业在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的建设中的经验与问题， 并提出相应的见解与建议。希

望能为中国企业未来的财务管理提供借鉴和参考，推动中国共享服务的发展。

关键词：财务共享服务 运营管理 中国企业



Research on the Application of China Financial Sharing Service

Center

Abstract： Financial sharing service is the "industrialization revolution" of finance. It is

the process of financial standardization, specialization, process, informatization and

intellectualization.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ZTE's First Financial Sharing Center in 2005,

after more than ten years of development, sharing services have been actively promoted in Chinese

enterprises and entered a booming stage. How to establish an efficient operation of the shared

service center, how to make better use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how to promote the sharing

service center to play a greater value, what are the practical problems of the sharing service

mode, how to reduce the mobility of the personnel of the sharing service center, where the sharing

service center should go in the future... These problems have received unprecedented attention.

By collecting the research reports of the past two year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current status

of the application of Financial Sharing centers in China, and shows the distribution of Financial

Sharing centers under different indicators. Through the literature and research at home and

abroad, the profound opinions of senior experts in the sharing service industry are sorted out,

the commonalities are observed from excellent practic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ature financial

sharing centers are deeply understood, the organizational design of this new type of enterprise

financial management mode is analyzed, the experience and problems of Chinese enterpris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financial sharing service centers are summarized, and the corresponding

opinions are put forward. Solutions and suggestions. We hope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Chinese

enterprises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shared services.

Keywords: Financial sharing service Chinese enterprises Operational Management

http://www.baidu.com/link?url=LcPVfppqh0jG4vViF8Df-1mQcgvnvVlHp5FQMcOls37dnxMBbXuxqP4Oy6mdlEfkP8a9foname0yIz5RPxHbq_tqXr6A7MBxrRWHVWovPEkt-HQ_9QWDex1UsRbOrO_P&wd=&eqid=9e192c950000b33d000000065cdba518


引 言

当下，经济全球化日益加深，加上信息网络技术发展的成熟，这加大了国家间的联系。

企业规模在逐步扩大，许多企业都将业务发展到了国外，在全球各地设立了相关的子公司或

分支机构。由于集团企业的业务快速增长，这使得集团企业的管理工作日益困难，并且运营

成本在逐步上升，业务与金融风险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由于市场竞争日趋激励，这就对

企业集团在资源配置方面的要求更高，怎样有效降低运营成本，进一步强化对子公司或分支

机构的控制，并有效的降低业务与财务风险，这成为了企业集团发展当中急需解决的问题。

信息网络技术发展的成熟，这给企业集团探寻内部管理的新模式提供了重要支撑，这就

使得财务共享服务管理模式应运而生。其是基于信息网络技术，将企业集团内部的各机构的

财务与人力资源集中在网络平台上面，然后再进行优化配置，从而实现降费提效，并降低了

相关风险。随着 ERP 软件的成熟，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将其用于管理组织的转型，这推动了

财务共享的发展。

如今，传统财务管理模式依然是大多数企业的选择。然而，由于企业规模在持续扩大，

并且业务种类日益增多，这就使得企业旗下的分支机构与子公司的数量越来越多。在这种大

的背景下，企业的成本必然出现上述，同时财务效率总体上出现了下降，财务管理工作的难

度越来越大，带来了较大的内部风险，这就造成了企业总部无法有效协调内部各机构的财务。

这表明，传统金融模式已无法适应企业的发展，并对企业发展产生了一种束缚作用。怎样开

展有效的财务管理工作，这困扰着国内许多的大型企业。

自 2010 年来，财务共享服务理念逐渐开始被国内的一些企业所理解和接受。财务共享

是企业开展财务转型的重要工具手段，有利于提升管理效益，节约企业财务管理的成本。

本文所开展的研究，主要具有两方面的意义：第一，理论意义。找出了国内企业开展财

务共享实践所存在的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并提出了一些针对性较强的优化建议。由于这方

面的理论研究比较少，所以，本文对于今后学者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参考价值；第二，实

践意义。本文研究，可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企业对于财务共享的认知程度，并充分认识到财务

共享中心所具有的各方面益处，为企业在今后建立共享中心提供一定的参考作用。所以，本

文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第 1 章 财务共享中心理论基础

1.1.财务共享中心的概念

财务共享服务中心是财务共享服务的抽象概念在现实的具体应用。通过剥离每个子公司

的可拆卸和重复的会计工作，企业专注于共享服务中心的统一处理。同时，共享中心内财务

信息和资源共享的实现是一种新的管理模式，可以降低财务成本，提高管理效率，提高会计

服务质量。

1.2 财务共享模式的优点

（1）客户导向性。财务共享服务中心为企业集团内的业务部门提供服务;在提供服务时，

以客户满意为目的，采用承包方式确定收费标准，服务内容，费用形式，服务时间以及双方

的权利和责任。 然后，根据协议的要求提供服务，领取报酬，财务处理单位在实施财务共

享服务之前不负责任，没有服务导向，两者之间存在显着差异。

（2）流程统一性。为了实施流程化的业务处理，在共享中心建立之后，每个内部业务

部门都需要制定并遵守统一的业务流程，规范以前不规范的业务，全部交由财务共享中心处

理。标准化的流程既可以提高运行效率又方便于整合并共享财务信息，提高财务管理的质量。

（3）规模效益性。公司专注于集团内每个业务部门的财务运营，以相同的成本处理更

多业务。运营量的增加形成了规模，平均单位成本降低，集团公司的总成本大大降低。

（4）信息技术化。财务共享服务靠着最新的计算机信息技术支撑服务体系，在科学分

工中放大效益。不同的财务管理只能按照装配线进行专业划分，并进行全面的颠覆性重组。

1.3 财务共享模式的缺点

（1）财务人员可能被从业务中“删除”，成为辅助职位。“财务”与“销售”的对接

不断减少，信息完全靠“数字”传递。这些数字并不能准确反映当下的各项财务状况。数字

背后的信息也难以再通过简单的财务分析表现。

（2）差旅费用快速增加。由于财务共享服务都面临着“点”与“点”的业务对接，所

以高昂的差旅费用成了迫使成本提高的重要因素。最开始应用共享中心的美国和欧洲公司在

兼顾主营业务之外通常还拥有大量低成本航空公司。在欧美地区更为高昂的人工成本面前，

差旅费不值一提，所以经常选择财务共享中心模式。然而这样的条件并不适应我国的企业情



况。即便大部分企业选择利用视频会议来减少出差需要，差旅费依旧是不可忽视的费用。

（3）陈旧的用人体系无法彰显“服务”精神。财务共享服务的核心在于“服务”，但

一些企业在共享中心雏形之际，往往将“服务”仅仅停留于“分享”。例如抽调原始财务人

员编制到总部的编制，而不是从外部纳入新员工拓宽用人体系。在陈旧的用人体系之下，员

工的“服务”意识淡薄，效益被封锁在定值范围，难以突破。

（4）税务风险增加、税务处理效率下降。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的员工虽然接受地区财务

工作，但并不了解当地税务规则，对税务工作缺少灵活的处理。再者，与国家税务机关的对

接往往使员工筋疲力尽，更不用考虑由于沟通不顺畅而带来的负面影响。税务处理的效率降

低后，各种税收优惠的申请变得不易，导致企业失去了大量合理避税的机会成本。

（5）员工的流动率高，为共享中心工作可能会沦为弱势全体。企业对财务共享服务中

心的战略定位决定了员工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在一些企业中，财务共享服务中心与原财务部

门处于同一级别，员工尚且不会成为弱势群体。而另一部分被定位为原财务部门的子公司，

其中的员工就非常容易成为一个弱势群体，使得员工流动率节节攀高。“财务共享中心”逐

渐成为求职者的眼中的圈套。进入这里的求职者同时要考虑到“需要在短时间内离开”的问

题。

1.4 建立财务共享中心的动因

通过分析国内外已经建成或拟建成的财务共享中心，很容易发现这些共享中心的建立都

有必要的驱动因素。主要包括下面这 3个方面的驱动因素：

（1）国家宏观政策的影响

政府部门发布的系统规范无疑是企业管理和发展的方向，是财务共享中心的发展方向。

遵守国家指导方针和政策是公司最基本的义务和责任。同时，在政府的引导和支持下，财务

共享服务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也逐步深化。在国家层面，财务共享服务得到了国家政府部

门密切关注，这表明，财务共享具有重要的意义。当下，我国正在推进经济的转型升级发展，

而财务共享服务对于企业的转型发展至关重要。

（2）社会经济变革的压力

在 21 世纪的今天，市场环境有了巨变。一方面，企业经营规模在持续扩大当中，并且

有企业经营业务日益多元化。另一方面，由于经济政策的不断完善，国际经贸规模的急剧增

加，“一带一路”的提出， 以及“互联网+”的引导其他因素的影响已经彻底颠覆了企业生

存的背景。更多的企业响应国家提出来的“引进来、走出去”的方针政策，呼吁成本管理，



效率要求以及公司自身业务的风险管理和控制逐步增加，这就促使企业对经营管理开展相应

的调整。建立符合中国社会经济时代发展现状的新管理模式，促进公司自身业务的发展。在

此情况下，财务共享服务中心应运而生，并引起了许多大型企业集团的高度重视，特别是那

些跨国集团，这逐步的引入此种新型的财管理念，以此来有力的提升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在

竞争中获得优势。

（3）企业自身管理目标

在上个世纪，国内的企业规模普遍较小，并且业务也比较单一，管理工作也比较容易。

然而，进入新世纪以来，由于业务规模扩大，业务范围扩大，业务方式多样化等因素，企业

将暴露一些如管理组织水平过高，决策执行不力，效率十分低下，风控意识薄弱等，这些都

是比较典型的“大企业病”。另外，在大型企业集团或跨国集团中，其关联公司的数量和形

式很多，并且它们被考虑用于业务流程中的本地化。业务流程可能多样化，运营标准也有所

不同，这将造成集团总部的管理、运营方面有着这样或那样的风险。另外，企业的传统分散

财务管理模式出现了一些无法有效解决的问题和缺点，如，费用报销审批时效过长，分散内

部资金管理，商业财务部门沟通不及时，财务交易工作比例高，财务风险控制滞后。

上述许多共同的原因和现象可能造成与企业长远发展目标出现相关的冲突。企业发展的

内在需求，主要有 3个方面，分别是，管理的职能强化、效率提升以及合规性，而这些会推

动管理的变革。运用金融共享服务，有利于解决企业所面临的“大企业病”，这引起了企业

集团的关注，大家纷纷开始尝试和探索应用。

第二章 中国企业财务共享中心的应用现状

2.1 财务共享中心的模式

企业建立共享服务时，有两种不同的选择：建立单个共享服务或多个共享服务。在 2017

年的 ACCA 中国共享服务领域的调查报告中，综合多种因素的影响，公司选择建立单一或多

个共享服务中心的情况各占 50%。而在最新发布的 2018 年 ACCA 中国共享服务领域的调查报

告中受调研企业采用单一中心模式的比例增长了 20.8%，达到了 70.8%的大比例。与此同时，

29.2%的企业选择了多个共享服务，具体如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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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18年受调研企业建立的共享服务中心个数

选择上述两种模式的区别主要体现在领导团队中。 在共享服务建立的初始阶段，有必

要在业务财务和业务人力资源方面提供支持与合作，以完成大量的流程优化和变更协

调。 在这种情况下，设置单个金融共享服务更容易。 如果没有这样的支持与合作，那么

建立多个共享服务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在多个共享服务的背景下，每个功能都是单独共享

的。 在 2018 年的调查数据中，单中心模式急剧增加，同比增长 20.8％。 据此可推测，

越来越多的公司正在建立财务服务共享中心，并在准备的早期阶段选择了一个中心模型。

2.2 财务共享中心的业务分布

在 FSSC 2018 年发布的《财务共享调查报告》中，共定义了 14 个共享服务中心的业务

范围，如表 2。在现有的共享服务中心业务领域中，前五名是：费用报销（96.0％），应付

账款购买（76.1％），资金结算（72.1%）、总账到报表（71.1%）和固定资产核算（66.7%）。

与 2017 年相比，除费用报销业务同比增长 3％外，其他业务均呈下降趋势。前五大业务交

易频繁且易于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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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18年财务共享中心业务分布

2.3 财务共享中心的公司性质分布

2018 年，FSSC 在中国开展了广泛的金融调查，并通过线上线下活动，一对一访问和有

针对性的研究，收集了数百家公司的研究反馈。参与调查的企业中，68.63％为民营企业，

22.55％为国有企业或中央企业，4.9％为外国企业。3.92%为事业单位、政府、非盈利机构

或其他。33.8％的企业建立了金融共享中心。私营企业的数量显着增加，事业单位或政府机

构对于共享中心建设投入开始。具体企业类型的分布如表 3。



表 3 已建设财务共享中心的企业类型

2.4 财务共享中心的规模分布

在观察共享服务中心的过程中，不难发现一个重要的指标——人员规模。根据 ACCA 2018

中国共享服务调查报告，72.5％的企业共享服务中心人员在 100 人以内。 13.0%的企业人

员规模在 101-200 人之间，4.3%的企业在 201-300 人之间， 10.2%的企业人员规模在 300

人以上。

与外商投资企业相比，中国企业共享服务中心的整体规模较小，人员规模达到 100 人的

中国企业共享服务中心占比21.2%，而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大陆地区设立的共享服务中心（通

常是企业的区域性分中心），人员规模超过百人的比例为 39.4%。由此可见，国内的共享服

务中心仍然属于发展阶段，整体应用规模不大，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未来可期。

2.5 财务共享中心的选址

目前，北上广深一线城市仍是热点，被调查企业中有 53.2%选中在一线城市建立服务中

心。 当然，与 2017 年的调查结果相比，这一比率有一定程度的下降（   63.7％）。共

享服务中心的位置逐渐开始有利于武汉，西安，成都，苏州等地区。 在选址过程中，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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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综合各项影响因素，具体分布如表 4，其中最为突出的因素为： 是否靠近公司总部，

便于总部的沟通和管理（62％），这就是为什么超过 50％的共享服务中心在广州，深圳和

深圳一线城市建立的原因。

按根据公司的业务类型，中国公司（包括国有和民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对选址有不

同的考虑： 中国公司更关注公司总部（70.8％）或公司办公地点（56.7％），方便总部控

制和依赖公司的后勤保障和其他综合资源; 外资公司专注于考虑可接受的劳动力成本

（50.7％）和接近服务时区，语言和文化（49.3％）。

表 4 影响中国企业选址的因素

第三章 国内财务共享中心的组织设计

3.1 财务共享中心的战略定位

财务共享服务是财务职能在各业务部门中发挥协同和控制作用的重要管理工具。它是本

集团财务管理的战略平台。但是，不同公司对共享服务中心的战略定位有不同的考虑因素，

如图 5所示。虽然大多数公司都将共享中心视为后端功能平台，但企业越来越关注共享中心

作为数据中心。财务共享服务中心利用数据显示业务管理全景图，以支持企业管理，决策制

定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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