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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技的革新和经济的全球化，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等各种新技术不断涌现，推动

着集团企业的财务管理变革。在新的环境下，财务共享服务是集团企业财务变革和财务转型的必经

之路。 
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福特公司在底特律创建了世界上第一家财务共享服务中心，财务共享服

务的理念逐渐得到财务界的认同。财务共享服务是将分散于各业务单位、重复性高、易于标准化的

财务业务进行流程再造与标准化，并集中到一个新的独立运营的业务单元(财务共享服务中心)下统一

进行处理，最终达到提高效率、创造价值、节约成本、降低财务风险的目的。 
财务共享服务的实施对集团企业的益处是显而易见的，通过流程再造与技术创新可以显著降低

集团日常事务的处理成本，提高效率，有效支撑公司战略。财务共享服务的应用给企业财务管理带

来的突出效益，使得越来越多的集团企业积极开展财务共享服务模式的研究和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的

建设。在这种趋势下，企业对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的实施和运营管理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金蝶作为国内知名的管理软件厂商，一直致力于帮助中国企业借助信息化提升管理水平和竞争

力，并在技术创新和管理模式的融合上不断突破，目前在财务共享与智能财务领域已经处于国内领

先地位。故编者以金蝶的创新产品——金蝶 EAS 为蓝本，编写“互联网+”时代财务管理系统的相

关案例教程，以满足财务共享服务专业人才培养的需求。 
本书共分为 4 篇。第 1 篇为财务共享基础篇，对财务共享的起源、概念、发展与应用、价值，

以及金蝶财务共享服务平台进行阐述；第 2 篇为集团财务体系规划篇，以金蝶 EAS 软件为工具，介

绍企业从财务管理系统上线实施到财务共享服务中心建立的应用过程；第 3 篇为财务共享实践篇，

结合企业真实案例场景介绍应收共享、应付共享、费用共享、固定资产共享、出纳总账报表共享模

块的日常业务处理流程；第 4 篇为财务运营管理篇，介绍企业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的运营管理。 
为便于学习，本书提供了教学课件和示例性教学视频，读者可扫描二维码获取。

读者还可登录金蝶社区(http://club.kingdee.com/)，选择 EAS，即可获取更多的学习

资源，同时还有社区论坛可供学习、交流，便于读者自助解决学习中碰到的各种

疑问。 
本书结合金蝶近年来参与的多家大型集团企业的财务共享建设案例，并融入编

者所在团队的多年教学经验，非常适合作为高等院校财务管理、会计信息化、工商管理、信息管理

等相关专业的教学用书，对于学生了解财务共享与实际业务，以及如何借助财务共享服务平台提升

企业财务管理水平非常有帮助。当然，对于企业的财务和信息管理人员也是一本不错的参考书。 
本书编写过程中，金蝶软件公司的刘婷、刘媛媛、傅仕伟参与了部分章节的编写工作，并提供

了相关企业的案例，对他们的大力支持和付出表示衷心感谢！此外，在本书理论部分编写过程中，

编者查阅了大量的书籍、文献，引用了一些网上资料，在此向这些文献的作者表示深切的谢意。 
由于编者水平所限，书中难免存在不妥之处，希望读者予以谅解并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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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共享概述 

 
 
 
 
财务共享服务源于共享服务的理念。共享服务最早由 Robert Gunn 等人在 1993 年提出，他们认

为共享的核心就在于提供服务时共享组织的成员和技术等资源，使得公司能从分散管理中取得竞争

优势。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财务共享服务的理念也在不断优化。本书摘取了目前普遍认可的一个

观点，即财务共享服务是指将企业集团大量重复、易于实现标准化或流程化的会计核算从分散的业

务部门抽出，集中到一个新的独立运营的业务单元(财务共享服务中心)进行流程再造、标准化、集

中处理，以达到提升业务处理效率，进而降低成本、加强管控、提升客户满意度、创造价值的目的，

最终提升集团整体财务管理水平的一种作业管理模式。[1]  

1.1  财务共享服务的应用与发展 

业界普遍认为，共享服务基于成本驱动因素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在全球企业普遍应用。福特

汽车、通用汽车是最早一批建立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的跨国企业，它们将重复性、机械性的业务放到

成本较低的区域(如东欧、印度)进行处理。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至 90 年代中期，全球更多企业开始

采用财务共享中心模式；1996—1997 年，电信垄断模式被美国打破后，使得全球外包服务与共享中

心选址成为可能，因此 1995—2005 年期间颇多跨国企业开始建设财务共享服务中心；2010 年后，

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的成立因素更多是基于创新驱动和管控驱动，居于首位的不再是成本驱动因素，

彼时企业更需要共享服务中心创造商业价值，做好合规及风险控制。 
中国财务共享服务的建设相较于欧美企业晚了十年左右，国内最早开始设立共享服务中心的企

业为 IBM，于 1995 年建立。1995—2008 年期间，国内更多民营企业，如海尔集团、平安集团开始

筹建财务共享服务中心。2013 年以后，财务共享服务在中国迅猛发展，据当前的调研分析报告显示，

中国已建立 410 多个财务共享中心，选址趋势也由一线城市往二、三线城市迁移。[2]  
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要求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企业未来的管理模式将会从传统金字塔模式

转变为前中后台模式，如图 1-1 所示。在这种管理模式下，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相互

融合开放；前中后台同时分布业务、财务及其他相应职能，并保持互动。金蝶公司定义的财务职能

分布在前中后台——前台是赋能服务网络、中台是共享营运中心、后台是决策创新中心，三个平台

实时交互、协同联动。共享服务中心未来的发展趋势是业务中台(或数据中台)，共享服务中心是基

于规则的可复用的标准化工作的集合，以及在此基础上对企业经营活动和决策的直接支持，所以共

享中心同时兼具内控和合规性守门员、业务部门合作伙伴、未来业务中台(或数据中台)雏形，以及

适当时推动企业生态创新的功能。[3]  

                                                           
[1] 张庆龙，聂兴凯，潘丽靖.中国财务共享服务中心典型案例[M]. 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6. 
[2] 周杰. 全球共享服务最新趋势及数字化共享应用，听德勤管理咨询合伙人分享[J]. FSSC 共享服务中心，2020(01). 
[3] 陈琳. 管理转型与财务转型的本质及趋势[J]. 金蝶，20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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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财务管理新思维：从金字塔模式到前中后台模式 

传统金字塔模式将财务职能划分为战略财务、业务财务和共享财务三部分，并认为共享财务是

这个财务金字塔的底层。这种观念导致人们普遍将财务共享中心定位为会计工厂，只能处理高重复

性、低价值的事务性操作，而这些工作未来必然会被日趋成熟的财务自动化技术所替代，所以财务

共享中心人员的职业发展是没有前途的。但通过对共享中心本质的理解，我们可以知道共享中心工

作人员承担的不仅是财务职能中的底层工作，而是规则维护、例外管理、运营优化等高价值工作，

因此职业发展也有极大的上升空间。同时，财务岗位也不会再按传统的费用、应收、应付、总账、

成本、预算等设置，而是去中心化、动态协同的生态型组织。比如，企业前台的财务方案规划师会

为一线的管理层、业务人员出谋划策，赋能一线；中台的共享运营中心会设置规则维护岗、运营优

化岗、例外管理岗等支持所有交易处理和智能分析；后台决策创新中心的财务预测分析师、算法工

程师、数据工程师等会支持管理层进行智能决策、智能预测、智能风控等。届时，财务人员带来的

价值将是对企业全流程、端到端的。 [1] 
财务共享服务中心是可以成为推动业财融合的天然技术平台，通过构建业财税一体化的财务共

享中心，企业在后台和前台之间形成了一个更灵活、更强大的业务支撑中台，能够连接前台和后台

的大量交易处理和服务，实现对企业更广泛业务(从记账、算账到报账、采购、税务等)的数字化，

大大提升运营效率，快速响应客户需求，实现财务、业务和税务的深度融合。[2] 

财务中台从业务上来看，并不是介于业务前台和后台的中间，而是既在前台又在后台。财务中

台在前端的业务是为了满足本地化需求，将必须在本地化服务的报税、海关及为业务前台部门服务

的贴票、预算等功能前置，区别于传统的业务财务，在归属上从属于业务中台部门(或统称为财务共

享中心)管理，并不像传统业务财务是属于前端组织(如销售分公司)的负责人管理。同样，财务中台

的后端也会独立于后台，建立独立的财务共享服务中心，选址上可能会选择人工成本较低的区域。

虽然前面说的财务中台也可以称为财务共享服务中心，但区别于共享服务模式的是，其前端的业务

并不共享，也需要标准化和统一管理。如果将前端交由业务经理来管理，就会将后端共享的意义大

大降低，因为非标准的服务完全业务管理，会被业务经理控制财务数据的及时性和准确性，从而降

低整个财务中台的管理质量。[3] 

                                                           
[1] 陈琳. 疫情来袭，共享中心的挑战、对策及机遇[J]. 金蝶，2020(02). 
[2] 余红燕. 2020 财务共享八大趋势[J]. 元年，2020(01). 
[3] 钟民杰. 财务中台简要分析[J]. 远见先行，201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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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财务共享中心的价值 

财务共享中心的建立对企业集团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尤其是随着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实

施，越来越多的企业集团走出国门，经营结构和业务范围日益复杂，其财务管理的水平将会直接影

响企业战略目标的实现。财务共享中心可以将企业集团大量重复、易于实现标准化或流程化的会计

核算，进行流程再造、标准化、集中处理，既提高了会计核算的效率，又创造了各种价值。 
在管理价值方面，财务共享中心可以有效支撑公司战略、加强集团整体管控力度、促进财务人

员由“账房先生”向“军师参谋”转型、统一标准及规章制度，从而保证工作高品质、高效率、高

强度地完成。例如，在 2010—2011 年的两年间，金蝶公司在国内快速复制了 30 多家分、子公司，

基本财务服务通过财务共享服务中心延伸到业务一线，业务不用担心资金、费用等问题，只要轻松

地面对市场，做好业务即可，有效保证和支持了公司战略的执行。 
在效率方面，财务共享中心可以提高财务处理效率和财务服务满意度。财务共享服务以其标准

化、专业化的服务向内、外部用户提供品质高、效率快的财务业务核算及决策资讯等支持服务。经

过流程改造和组织架构调整，企业集团下辖的所有分、子公司业务都统一在服务中心作业，达到规

模效益，把业务处理拆解得更加详细，并分配给专业人才负责，服务品质和效率得到大幅提升。例

如，金蝶公司的费用报销，以前员工报销从提起流程到报销款最终到账，一般至少需要 7 天以上，

有的甚至半个月，通过共享中心的处理，3 天时间可以完成上述流程，员工对财务服务满意度也由

以前的 60%左右提升到 80%以上。 
在成本方面，财务共享中心可以很好地降低人工成本和运营成本。实行财务共享服务之前，各

个分、子公司都需要配备建制完整的会计人员及对应的业务支持人员，导致岗位重复且分散。当财

务共享中心建立后，各分、子公司中的财务、支持人员得到整合，只需要较少人力资源的投入就能

对该管辖区域内的所有业务进行集中处理，从而降低了人工成本，获得规模效益。例如，金蝶公司

建成财务共享中心之前，公司总部和分、子公司的财务人员接近 300 人，现在减少了 37%，每年节

约人工费用 2 000 多万元。而业务流程进一步的细致整合，将与之配套的支持服务也进行相应的流

程再造和作业分工，使得企业集团内部分工更加细化，内部组织管理方式得到优化，重复的工作流

程被简化，企业业务处理的标准化流程将被建立，员工的绩效考核标准也将被重新定义，运营成本

的管理将会更有可预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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