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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管理制度是企業目標管理的有效工具，能夠協助經營

者預先規劃未來經營，並從中找到問題與整合資源，進而提前

做好具體的應對準備，讓企業更具競爭力，經營決策更有依

據。然而，年度預算的編製是在例行工作之外，需要額外投入

人力，在編製完成之後，又被當成預算控制與績效考核的重要

依據，因而預算制度往往不受員工歡迎，也就造成中小企業在

初次導入預算管理制度時遭遇阻力，或是在推動後因未能確實

執行而成效不彰。 

依據筆者輔導中小企業導入預算管理制度的實務經驗，造

成預算管理推動困難或未能有效落實的原因，大致分為下列幾

種類型： 

一、不知道預算的重要性 

有些中小企業主創業數年，客戶與經營尚未穩定，甚至只

有流水帳而不清楚獲利狀況。或是經營企業已 20 多年，經營

藍圖都在老闆的腦海裡，內部自有一套設定每年營收與利潤目

標的經驗法則。因而認為預算是大企業才有能力做的事，中小

企業囿於人力與資源限制，對未來環境變化亦充滿不確定性，

與其大費周章地編製一個無法掌握的預算，還不如努力衝刺業

績比較實在。 

二、不清楚如何編製預算 

有些中小企業老闆瞭解預算的功能及其重要性，但因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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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確預估未來的經營狀況，也欠缺有經驗的人員來推動預算編

製作業，因而對導入預算管理制度仍停滯不前。這種現象在預

算編製難度較高的產業特別明顯，例如市場變化太大的營建

業、自主性不高的電子代工業以及汽車零件製造業等。筆者曾

輔導一家經營 20 餘年的網路連接器製造業，因連續虧損 3

年，董事長毅然決定推動預算制度，第一年的目標為「只要讓

主管有費用控管觀念就好」。當年度雖因營收與毛利不如預

期，但因主管對費用控管得當，虧損減少了，且隔年就轉虧為

盈，迄今仍然每年持續落實預算管理制度。 

三、編列預算但未做控管 

有些中小企業已編製預算多年了，但因預算編列不實或與

目標不符而無法做為未來的控管依據，或因未將每月實際經營

成果與預算做比較分析，以找出落差原因與改善對策。這些公

司雖有預算制度卻形同虛設，久而久之，主管對編製預算也就

敷衍了事，反而造成人力、物力與財力的浪費。此類型公司的

解決方法，須先取得經營者充分支持預算制度，並有賴財務部

門主管確實執行預算控管工作。 

事實上，編列預算是提供企業掌控未來風險的重要管理工

具，企業在下定決心進行年度預算編製之前，應先設定經營目

標，並完成預算編製前的各項準備工作，方能建立內部共識，

真正落實預算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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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預算是什麼 

預算是一份詳細的經營計畫，由經營者的決策與各部門的

意見交流而產生，並將這些資料採取數字為主且文字為輔的方

式，以數量化及書面化的方式表達，並說明在未來一段期間

內，如何取得與使用指定的資源，其涵蓋了營業預算及財務預

算，可做為日後有效執行與控管的依據。 

設定目標是預算編製的前提，有了目標才能進行規劃，而

預算就是規劃的結果。 

企業大都在每年的 9 月中旬或 10 月中旬開始編製明年度

的預算，並且於 12 月底前完成年度預算的審查與確認。在預

算編製過程中，經由各部門之間的資訊交流及溝通，更能達成

事前的協調功能，使得不同部門能配合得更密切。總括而言，

從企業的總體經營策略、經營計畫及經營目標，將所有職能活

動彙整成一整體規劃，並以數字或貨幣量化之具體呈現就稱為

「預算」。 

 



第 1 章∥預算基本概念 

 
7 

二、預算管理範圍 

所謂預算管理，係指企業以預算而展開的一系列管理活

動，從預算規劃、預算編製、預算執行、預算控制到預算考核

與激勵，都屬於預算管理的範圍。一個健全的預算制度，應同

時兼顧預算管理的五個階段，亦應同時考量預算的技術面層次

與人性面行為對各階段的影響。若只注重技術面而忽略人性

面，則雖有完善的工具卻無法確實執行；若

只是著眼於人性面而忽略技術面，則定難以

編製一套完善可行的預算制度，故兩者缺一

不可。至於預算對行為面有哪些影響以及如

何克服，將於本章的第三節中詳細說明。預

算管理涵蓋的範圍，請參閱圖 1-1 之「預算管

理的範圍」。 

 

圖 1-1 預算管理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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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公開發行公司都會制定一套「預算管理辦法」，讓各

部門對於預算編製、審核、控制等作業有所遵循，並藉由預算

管理做為績效衡量及有效預測未來經營成果的依據，屬於企業

內部控制制度的一環。預算管理辦法內容涵蓋預算目的、預算

範圍、預算作業組織與職能、各項預算編製要點與程序、預算

審核與修正、預算控制重點與差異分析等。企業可以藉由預算

管理的工具，規劃與控制獲利、提高經營管理水準，並做為績

效評估與獎勵之依據。 

 

企業在經營過程中，不論是新產品開發、設備或店點擴

充、生產要素供應與生產、銷售通路選定與訂價，甚至是產業

環境與競爭狀況等，都面臨對未來的諸多不確定性。當外界環

境與內在條件驟變，中小企業往往因無目標管理而反應不及，

因而承擔較大的經營風險，甚至因現金流量掌握不佳而導致財

務危機。 

為了消除或降低經營過程中的不確定性與變化，企業必須

提早規劃。若能編製預算，可讓經營者與部門主管預先得知，

公司未來一年甚至三至五年的營收、成本、獲利狀況，以及資

金是否足夠，做為制定決策時的參考，也可掌控未來的經營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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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預算不但具有事前規劃的功能，還可做為事中控制與事後

評估的管理工具。預算究竟有哪些功能呢？如圖 1-2 之「預算

的功能」所示。 

 

圖 1-2 預算的功能 

一、規劃 

預算是將企業的營運計畫予以數量化，因此預算流程能協

助各部門主管為企業的營運預作規劃。在預算編製過程中，可

以讓個人及部門主管幫助企業提前做規劃。例如年度的銷售預

算，應由行銷部門主管、業務部門主管與研發部門主管共同規

劃，包括產品、訂價、通路、促銷廣告等行銷策略擬定，舊產

品的銷貨收入規劃，以及新產品的開發時程與銷貨收入預估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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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溝通與協調 

企業若要有效地運作，每位主管必須知曉其他主管所做的

計畫，而預算流程可將所有管理者的計畫加以整合，俾使企業

的整體目標得以達成。例如所有部門應聆聽彼此的看法，若業

務部門想要達到特定銷售目標，生產部門必須擁有銷售目標資

訊，以便為增加產能而預做準備。若研發部門準備推出新產

品，在規劃過程就要及早通知業務部門，將新產品的銷售與行

銷活動納入預算中。高層主管也需向所有層級主管宣達預算目

標，透過溝通、協調與整合，方能推動公司業務。 

三、資源配置 

一般而言，企業的人力、物力與財力等經營資源是有限

的，若執行所有可行計畫，有限資源將不敷使用，那就必須有

所取捨，而預算編製可以做為競爭之下資源分配的工具。例如

財務部門主管彙整所有預算之後，若無法達到公司設定的利潤

目標，就必須進行預算審查，將不合理的或虛報的成本及費用

預算調整或刪減，達到資源合理配置的目的。 

四、控制獲利與營運 

預算提供實際結果與預算相互比較的有用基準，可協助企

業控制獲利與營運。預算是對企業未來經營的一種預測與計

畫，而這些計畫可能會因為內外環境的變化而有所改變。若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