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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财务共享对集团企业风险管理影响的探讨,聚焦于风险识别与评估、风险监控与控

制、风险报告与沟通、风险治理与合规等方面。对集团企业风险管理概念、框架及其组成要素详细介

绍。关注财务共享的模式及其价值,分析了财务共享的概念、建设意义以及与集团企业战略目标、财务

效率等方面的关联。深入探讨了财务共享对风险识别与评估、风险监控与控制的影响,以及财务共享在

风险报告与沟通方面的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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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the discussion of the impact of financial sharing on enterprise risk management, this paper 

focuses on risk identification and assessment, risk monitoring and control, risk reporting and communication, 

risk governance and compliance and other aspects. The concept and framework of risk management, framework 

and components of risk management. Focusing on the mode and value of financial sharing, it analyzes the 

concept of financial sharing, the construction significance and the correlation with the strategic goals and 

financial efficiency of the group enterprise. The impact of financial sharing on risk identification and assessment, 

risk monitoring and control, as well as the improvement of financial sharing in risk reporting and 

communication are deeply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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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当今复杂多变的商业环境中,集团企业面临着来自市场、

技术、法规等多方面的潜在风险。为了更好地应对这些风险,集

团企业不仅需要建立有效的风险管理体系,还需要探索先进的管

理模式[1]。财务共享作为一种资源整合的模式,不仅对财务效率

和效益的提升有积极作用,同时也对风险管理体系的建设和完善

产生深远影响。本文将重点探讨财务共享在风险管理方面的作用,

分析其对风险识别、监控、报告、治理以及合规性的推动,旨在

为企业更好地理解和应用财务共享模式提供参考[2]。 

1 集团企业风险管理与财务共享 

1.1集团企业风险管理概念及框架 

1.1.1集团企业风险管理概念 

在集团企业管理中,风险管理是一种系统性的方法,旨在识

别、评估、监控和控制潜在的不确定性,以保障企业在实现目标

的过程中能够有效地应对市场风险、经营风险、合规风险等各

种风险,进而使企业能够更加灵活的适应变化的经济环境。 

1.1.2集团企业风险管理框架 

为了系统地管理风险,集团企业需要建立完善的风险管理

框架,具体包括风险识别与评估、风险监控与控制、风险报告与

沟通、风险治理与合规四个主要要素[3]。通过对这些要素的综

合运用,企业能够形成一个协调有序的风险管理系统,从而更好

地实现企业战略目标。 

1.2财务共享的模式及价值 

1.2.1财务共享的概念及模式 

财务共享是一种组织内部资源共享的模式,通过整合集团

企业内各个子公司的财务职能和服务,实现资源的集中管理和

协同工作。该模式将企业原有的财务部门从繁忙的日常业务中

解脱出来,企业原有的财务部门就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业务部

门,与业务部门的联系也更加紧密,进而提高整个集团的财务效

率和效益,强化集团对分子公司的控制程度[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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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财务共享建设的意义 

财务共享的建设对集团企业具有多重战略价值。财务共享

通过对资源的合理配置,财务效率与效益能够显著提升,减少冗

余和浪费,使企业更加精细化地运营,提高整个集团的竞争力；

财务共享的建设是建立在强大的信息系统的基础上的,企业实

施财务共享对提高企业的信息化水平有着重要作用,进而促进

信息流畅与决策迅速,有助于提升企业对市场变化的敏感度：财

务共享按照统一的模式进行支付审核、账务处理,按照统一的要

求规范业务,大大提高了企业内控水平,为大中型企业的扩张和

国际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5]。 

1.3财务共享与风险管理的关系 

财务共享与风险管理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在财务共享模

式下,通过整合财务职能和服务, 集团企业可以有效地评估和

监控各类财务风险。同时,财务共享也为集团提供了更强大的风

险治理与合规能力,通过统一的财务标准和规程,确保集团企业

在财务活动中合规运营。因此,财务共享不仅提高了集团的财务

效能,同时也为风险管理提供了有力支持,使企业能够更加稳健

地应对各种挑战。 

2 财务共享对风险识别与评估的影响 

2.1业务标准化与规范化 

通过推动系统统一、制度统一、业务标准统一工作,财务共

享将规范化要求传达到业务层, 进而 大程度提升业务规范性,

降低企业风险水平[6]。通过确立一致的业务流程和标准操作程

序,企业可以减少财务操作中的误差和风险。这种标准化和规范

化的做法有助于形成统一的风险管理体系,为企业降低潜在的

风险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2.2数据集成与可视化 

财务共享模式下,通过整合各个子公司的财务数据,企业能

够获得更全面的信息,进而更准确地识别潜在风险点的数据集

成与可视化。此外,企业能够通过可视化工具的应用直观地查看

到财务数据,使风险信息更加清晰可见,有助于管理层及时了解

并做出相应决策。 

2.3实时财务信息的可用性 

通过促进实时财务信息的可用性,财务共享能够增强企业

对风险的敏感度。实时数据的获取和分析能够使企业更加迅速

地发现财务异常和风险迹象,有助于及时采取应对措施,降低潜

在损失。实时财务信息的可用性也为管理层提供了更灵活的决

策空间,使其能够更好地应对快速变化的市场和业务环境。 

2.4风险敏感指标的制定与检测 

企业通过财务共享能够将风险敏感指标更加精准地制定和

检测。通过对关键财务指标的监测,企业能够及时察觉风险信号,

并迅速作出反应。这种敏感指标的制定和检测有助于企业在风

险发生前采取预防性措施,将风险带来的不利影响 大程度地

降低。通过这一过程,财务共享在风险管理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为企业持续稳健经营提供了有力支持。 

3 财务共享对风险监控与控制的作用 

3.1资金流动性管理 

财务共享在资金流动性管理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整

合集团企业各个子公司的财务信息和数据,企业能够更全面地

了解整个组织的资金流动状况。这种全局视野使企业能够更及

时地发现和应对潜在的资金压力,采取有效的资金管理措施,确

保集团在不同市场条件下保持良好的流动性。通过对资金流动

性的监控和控制,财务共享可以将企业面临的流动性风险降低,

提高资金利用效率,从而增强企业的财务稳健性。 

3.2财务作弊与欺诈的防范 

财务共享在防范财务作弊与欺诈上更为有效。通过将规范

要求内嵌到系统中,财务共享可以实现对财务操作的全程监控

和审计。这种内嵌的规范要求涵盖了包括交易的合法性、数据

的准确性等财务活动的方方面面。系统的自动化审计功能可

以检测异常交易和潜在的欺诈行为,及时报警并采取必要的

措施。财务共享通过这一方式,不仅对财务作弊和欺诈的识别

能力提高了,同时也将企业因此类不正当行为而面临的风险

有效地降低。 

3.3财务合规性的提升 

财务共享对于财务合规性的提升具有显著作用。财务共享

实现系统统一、制度统一、业务标准统一, 大程度推动法规遵

从、会计准则遵守等方面的合规性要求能落实到位,更好地确保

财务操作的合法性和规范性,将因合规问题而带来的法律风险

降低。财务共享通过提升财务合规性,为企业建立了稳健的财务

基础,增强了企业在复杂法规环境中的经营稳定性。 

4 财务共享对风险报告与沟通的改进 

4.1实时报告的制定 

通过整合集团企业的财务信息,财务共享模式促使企业能

够更及时地制定实时报告,反映 新的财务状况和风险情况。实

时报告的制定使决策者能够迅速获得关键信息,及时发现潜在

的风险点,并采取及时决策。这种改进不仅将企业对风险的敏感

度提高了,也为风险管理提供了更迅速、灵活的工具,使企业能

够更好地应对市场变化和不确定性。 

4.2决策者对财务信息的理解加深 

财务共享促使决策者不是仅停留在表面的数据,而是可以

更深入地理解财务信息。通过将不同部门和子公司的财务数据

进行整合,深入分析各项指标的背后动因,决策者能够获得更全

面的财务视野,能够更准确地识别潜在风险,并针对风险的影响

进行更深入的评估。通过对财务信息的深入理解,企业领导层能

够制定更具针对性的风险管理策略,提高应对风险的效果和准

确性[7]。 

4.3决策者之间的协同与信息共享 

财务共享改进了决策者之间的协同与信息共享机制。通过

集成财务数据和信息,企业各层次的决策者能够共享实时的、准

确的财务信息。这种信息的共享,使得风险报告更具全局性和协

同性,促使不同部门和决策者之间形成更密切的合作关系。信息

滞后的问题降低了,风险信息能够更迅速、准确地在整个企业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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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递,决策者之间的信息共享也为及时决策提供了有力支持。通

过这一改进,企业能够更加协同一致地应对风险,提高整个企业

的风险管理效果。 

5 财务共享对风险治理与合规的推动 

5.1内部控制体系的强化 

财务共享模式推动了企业内部控制体系的强化。通过整合

财务职能和信息系统,以规范财务活动、降低风险。强化内部控

制体系有助于防范潜在的错误和失误,确保财务信息的准确性

和可靠性,企业能够建立更为紧密的内部控制机制。财务共享在

推动内部控制体系的过程中,将标准化和流程规范化,通过自动

化的审计和监控手段,加强对财务活动的实时监督,将内部控制

的效力提高,从而有力地推动了风险治理。 

5.2财务共享对合规性的促进 

财务共享对企业合规性的促进起到了关键作用。通过整合

各个子公司的财务职能,财务共享模式在设计中充分考虑了合

规性的要求。财务共享将合规性的规范要求融入到系统和流程

中,确保财务活动在法规和会计准则的范围内进行。通过强调财

务标准和规程的统一性,财务共享有助于企业更好地理解和遵

守各种法规和行业标准,提高企业在法律和道德层面的合规性。

这种合规性的推进有助于企业降低法律风险,建立良好的企业

形象,提高企业的社会责任感。 

5.3外部监管与财务共享的关系 

财务共享与外部监管之间形成了密切关系。在不同国家和

行业的背景下,外部监管机构对企业的财务活动有着严格的监

管要求。财务共享通过推动内部控制和合规性,增强了企业对外

部监管的响应能力。同时,财务共享也将企业的透明度提高,通

过实时报告、准确的财务信息,企业能够更好地向外部监管机构

展示其合规性和风险管理水平。与外部监管机构的合作,有助于

企业获取及时的监管信息,预防潜在的合规问题。财务共享不仅

是企业内部风险治理的重要推动力,同时也增强了企业对外部

监管的适应性和合规性。 

财务共享在与外部监管机构的合作中,还能够通过提供全

面的财务信息,增加监管机构对企业的信任度。合规性和透明度

的提高,有助于建立企业与监管机构之间的互信关系,降低监管

风险。财务共享模式也可以使企业更加主动地参与行业标准的

制定和更新,加强与监管机构的沟通,形成积极的合作关系,为

企业持续发展提供有益的外部支持。 

6 结论 

在风险识别与评估方面,财务共享通过实时数据的集成与

可视化,使企业更全面、准确地了解潜在风险,提高了风险敏感

度。在风险监控与控制方面,财务共享内嵌规范要求到系统中,

有效防范了财务作弊与欺诈行为,同时对合规性的提升也使得

企业在法规层面更为稳健。在风险报告与沟通方面,财务共享通

过实时报告的制定、决策者对财务信息更深入理解,以及决策者

之间的协同与信息共享,使企业在面对风险时能够更迅速做出

决策,提高了对外部环境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在风险治理与合规

方面,财务共享加强了企业的内部控制,提高了合规性水平,增

强了企业与外部监管机构之间的合作关系,使得企业在法规、道

德、社会责任等方面更具竞争力。 

财务共享在企业风险管理中的作用不仅体现在提高效益、

降低成本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在推动风险管理的全面性和系统

性上起到了积极的引导和促进作用。随着企业环境的不断变化,

财务共享模式将继续在风险管理领域发挥其关键作用,为企业

稳健经营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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