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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Preface
随着国家《“十四五”智能制造发展规划》的加速推动，从“制造”到“智造”进化的企业也如雨

后春笋般涌现。然而近年来“黑天鹅”事件频发，“粗放狂奔”中的智能制造企业冷静下来，即便面
对2023年上半年逐步回升的采购经理指数（PMI），依然坚定转向精益管理。

智能制造企业技术含量高、研发投入大，在资金、合规风险等方面承受很大挑战，面对高度
不确定性的商业环境，财务稳健和资金效率尤为重要。虽然不同于传统制造，如半导体、新能源、
机器人、智能硬件等智造企业数字化启动早、程度高，却因“集成陷阱”受困于低下的业财协同效
率，无法真正让业务流程中的顽疾与风险显性化。

囊括差旅、报销、对公付款的企业费用，虽为小额、高频支出，却直接反映业务实际进展和
资金运作效率。但企业费用支出因“黑盒效应”隐匿诸多经营顽疾，更加剧合规风险，甚至会影响
上市审计进程。

一体化企业支出管理平台分贝通，发布《从流程挖掘到管理进阶——智能制造企业支出管理
洞察》报告。报告辐射超2198家企业，涵盖新能源、半导体、机器人、智能硬件等细分行业。

《报告》通过平台数据分析、外部数据调研分析、CEO 采访、企业走访等方式，最终梳理
而成。报告发现，越来越多智能制造企业受数字化基因驱动，正全力突破流程挖掘过程中由报销
带来的一系列阻碍，获得“干掉报销、数据自由、协同自由、价值进阶”，实现看得见的经营效
率和效果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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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觉醒
从结果控制到流程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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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国家统计局，2023年6月以来虽制造
业PMI持续回升，但反映市场需求不足的
企业占比仍达59%以上，需求收缩的制约
依旧突出。提升营运现金流健康度，已成
为智能制造企业的支出管理的重点。

4

支出精益化：从结果控制到流程控制1.1

智能制造企业普遍面临研发投入大、投资周期长、回报周期长等特点。财务稳健成为第一要务。而稳
健的营运现金流管理非常重要。

1、长周期、高投入 营运现金管理主动向“精”

1.1 维稳现金流 收紧企业支出成必选项

调研数据显示，2023年上半年智能制造企业通过多种手段让企业现金可持续流转。其中受调研企业
均选择了通过“控制不紧急的费用支出”维持现金流，并强调“合理分配支出预算”。面对市场供大于求的
局面，近八成企业“通过放弃一部分毛利空间”来增收。

1.2 无论规模大小 减少不必要支出的诉求显著

从不同规模来看，在市场冷静周期下，选择控制不紧急的支出、合理分配预算是共同的选择。同时，
随着企业规模的增加，企业资金运作能力和手段亦升级，智能制造企业更倾向通过资金运作，加快现金流
的流转。

1 国家统计局2023年8月PMI数据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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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分贝通调研数据图1-1 2023H1智能制造企业稳定现金流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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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应收帐款，减少不必要的现金流出，加强应收款催收，也是智能制造企业选择的普遍方式。调研
数据显示，200人以上的企业，无论是中小企业，还是中大型企业，均分别有近5成通过此方式，优化现
金流转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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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很多智能制造企业对支出没有管理意识。一方面，费用类预算更是经常“拍脑门”，缺乏科学决
策依据；另一方面，支出管控时效性不强，都已经既成事实了才看到财务预算超了。

财务团队直接对营运现金流负责。智能制造企业将更多精力转移至支出产生的过程，而不仅仅是总
支出结果。

2、从看总账到看细账 更关注支出过程

数据来源：分贝通调研数据图1-2 2023H1 不同规模智能制造企业稳定现金流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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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智能制造企业对企业支出关注频次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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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从“看粗”到“看细” 智造企业主动改变

2023年上半年，近5成受调研智能制造企业开始同时关注企业总支出和不同场景支出的变化，相比
2022年增加12.1%。虽然仅关注总支出变化是常规工作方式，不难看出智能制造企业倾向掌握更细致的支
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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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关注频次来看，相比2022年，2023年上半年以周、日为单位查看支出变化的智能制造企业均显著
增加，占比分别为21.5%和16.4%。值得注意的是，3.3%的企业会随时查看支出变化，足以显示其对现金
变化的极度关注。

数据来源：分贝通调研数据图1-3 智能制造企业对企业支出关注目标的变化

数据来源：分贝通调研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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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不确定的商业环境，智能制造企业疫后复苏阶段便迅速拓展业务活动，不可避免地面对这样一种
矛盾：一边是持续落实降本手段，一边却是攀升的企业支出。

据《一体化企业支出报告》，2023 年第一季度，智能制造企业月均商旅支出相比2022年，增长明显，
达 54% 。该报告显示，智能制造企业3 月商旅平均支出甚至超2022年峰值近 20%。

在可预期的未来，降本仍然是企业发展的主旋律，支出管控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

伴随业务发展及运营的多元化，费用支出的类型也不仅限于简单的机票、酒店、火车、用车、用餐等
差旅费用，企业支出管理也不再是单纯的报销管理，而是企业降本增效成果的直接体现。

业务增长承压，降本增效急迫，从预算到支出，企业唯有提升资金使用效率，才能赋能经营精益化，
抵御业绩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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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2023年第一季度各行业机票、酒店、火车、用餐月均支出变化 数据来源：分贝通平台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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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如何管理，支出如何优化，一直以来是智能制造企业关心的问题，尤其在降本增收的当下。而预
算分配合理化，精细化的管控是前提。

3、预算分配合理化 精细化管控是前提

3.1 管控视角更立体

从管控视角来看，智能制造企业普遍按部门、项目和员工维度进行预算管控，并呈现更精细化的趋
势。其中，2023上半年按员工维度管控支出预算的企业为34.7%，相比2022年翻了一倍。

同时调研过程发现，智能制造企业通常采取“混合预算管控”提升精细化。比如某些汽车芯片设计厂商
会同时按部门和项目进行预算管控，便于核算时可立体式分析。但当遇到同一个研发人员多项目支持时，
易出现相关费用支出的归属问题，影响核算结果。

3.2 管控需求更精细

传统的粗管控，即企业凭经验拍脑袋做出预算决策的方式，正在被越来越多企业摒弃。

从预算编制到执行过程中，企业需要全面提升对预算的管控能力，管控维度也要更精细。在走访调研
中不难看出，即使行业不同，目前已有 3/4 的企业上线预算管控工具，其中的 1/4 企业关注费用预算的释
放与管理。

图1-6 智能制造企业预算管控维度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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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分贝通平台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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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企业支出从关注结果到重视过程变化，还是预算管控从拍脑袋到重视依据，智能制造企业正在
有意识地加强支出的精益化管理，提升资金使用效率。撬开支出管理的数据黑盒，已势在必行。

从管控需求来看，智能制造企业对预算管控精细化提出了更高要求。《一体化企业支出报告》显示，
受调研企业中近 50% 的企业表示，已有的费用预算管理工具存在编制太粗，不能多维度建模等问题；而
32% 的企业表示工具缺乏多维度、细颗粒度的预算分析；而有 32%的企业需要及时预算执行预警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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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执行进度无法实时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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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智能制造企业预算管控主要面临的问题 数据来源：分贝通调研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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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上市合规进程，保障业财数据一致性1.2

睿兽分析《2023年7月投融资报告》显示，2023年7月在全球交易所完成IPO上市的中国企业共计44
家，智能制造以新增14家IPO企业数量蝉联最热IPO赛道。中国一级市场发生融资事件401个，已披露总金
额为247.04亿元人民币。排名前五的行业共发生融资事件217个，行业分别是智能制造、医疗健康、人工
智能、能源电力、企业服务。

作为长期高投入行业，持续的资金募集，
对于大多数智能制造企业而言，上市是必
然选择。但由于信息分散、管理分散导致
业财脱节，很多智能制造企业上市败北均
与业财数据一致性问题有关。

1、上市前赴后继 业财数据不一致成绊脚石

2 睿兽分析《2023年7月投融资报告》

2

智能制造企业以IPO为目标， 便更应尽早重视
上市合规风险。报告走访调研发现，超3成企业计划
于2023年-2024年申请IPO。但其中有超25%的企
业在上市审计过程中遭遇业财数据合规问题。

25%
智造企业上市审计过程遭遇业财数据合规问题

作为业务发展和企业经营的重要反馈，企业支出行为亦需加强监管，刻不容缓。一方面，由于企业很
难掌握因公消费源头，无法对报销进行严格管控。比如没有真实交易、有真实交易但发票数额和交易金
额不符、进行了实际交易但让人代开发票……粗管控下的这些问题企业较难发现，这也是对企业支出合规
性的挑战。

另一方面，数据合规性的监管要求日趋严格。以费用异常为例，一些企业重点费用比如差旅费、会议
费、咨询费等与实际业务推进之间存在出入，或是公司名下没有车却产生大量的加油费。相应地，企业还
会面临高成本的整顿治理。

1.1 上市合规风险 数据合规是关键

随着我国制造业加速向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工业软件行业规模保持稳定发展趋势，资本市场也对其
愈发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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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企业经营的重要反馈，支出数据的治理失控可能导致的超支、监管甚至税务等问题，是任何一家
企业都无法承受之重。

2、支出合规 暗藏诸多玄机

2.1 报销和备用金场景 易“鱼目混珠”

据《一体化企业支出报告》显示，超8成智能制造企业均存在员工超规、违规行为，包括预算超支、
虚报多报、徇私舞弊、税务处罚及其他，并因此蒙受过损失。

酒店场景最为典型，存在较严重的超规和虚开情况。本报告走访调研了解到，有将近7成企业都处理
过虚开情况，尤其体现在住宿费注水虚开。为了“顶格报销”，如明明实际间夜价为300元，但让酒店开具
按间夜价500元开票；明明只入住一晚或根本没住，但却与酒店串通按入住2晚开具；更有将个人在酒店的
消费一并计为住宿费，私账公报。

为规避这种行为，一些企业优先想到的是进一步优化差标，压缩违规行为空间，同时要求报销时提供
入住水单。但这种管控方式一方面还是无法做到消费可追溯，另一方面也会影响员工体验。

备用金管理场景也潜藏诸多合规问题。一些智造企业项目需长驻偏远地区，申请备用金是常见现象。
由于消费过程中的不可控性，企业备用金管理引发的各项风险接踵而至。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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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占比

数据来源：分贝通调研数据  图1-8 智能制造企业曾因员工违规行为蒙受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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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 分贝通调研数据

一方面是降本压力，一方面是精细化驱动，智能制造企业呈现出支出合规“增加规则、细化规则”的显
著态势。

3、加码合规 粗管控到全方面管控

3.1 增加规则

2023年上半年，智能制造企业在机票、酒店、火车、用车场景中均加强规则约束。平台数据显示，智
能制造企业针对酒店场景设定的“门槛”最高，平均规则数为3.8条，相比于 2022年增加了1.7条。其次是用
车场景，平均规则数为3.4条，比2021年增加1.7条。而2023年企业在机票和火车场景的规则数分别为2.8 
条和2.4 条。

《一体化企业支出报告》指出，预算超支风险、会计核算风险、财务风险、税务风险为主要的 4 大
备用金支出管理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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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 备用金支出管理主要面临的风险

企业占比

图1-10 企业平均设定规则数 数据来源：分贝通平台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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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企业用车场景主要为商务活动中的市内用车、日常加班用车，后伴随商旅行为的增加，机场、火
车站等接送服务也成为企业用车的主要场景。平台数据显示，近半数企业优先选择通过 “按场景设定规则”，
通过新增“接送机”、“接送站”等细分用车场景规则来管控用车支出。往往机场、火车站接送用车产生的费
用较高，加强这些细分场景管控势在必行。

3.2 细化规则

平台数据显示，近7成企业仍然会优先选择调整 “间夜价格（差标）”来控制酒店支出。降本的同时，
企业也开始寻求更灵活的方式保证员工体验，例如6成企业则选择提高“双人同住”率（34.0%）和设定“节
省奖励”（26.0%）来把控支出。

企业占比

数据来源：分贝通平台数据图1-11 酒店场景规则调整企业占比

68.40%

3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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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占比

数据来源：分贝通平台数据

4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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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场景设定规则 单日用车限额 车型限制 城市级别限制

图1-12 用车场景规则调整企业占比

IPO财务审核的重要原则在“真实”的基础上，力求财务会计信息的披露达到“充分、完整、准确”的要求，
并符合及时性的要求。但企业违规行为呈现涉及场景广、风险点多而散、主动或被动并存的现状。因此，
越来越多企业通过事前管控实现“因公消费企业直接支付”，高效地管理企业支出。全流程透明，真实的数
据沉淀于系统内，实现对员工支出的实时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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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挖掘
让“隐形问题显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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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开支出“真相” 降本增收从“细”出发2.1

企业日常支出小额、高频、多人特点显著，从信息、流程和管理呈现分散化，亟待对其过程甚至细节
的“开采”。精益生产带动智能制造企业从局部到全局思考精细化支出管理实践。

据RPA中国《2022年中国流程挖掘行
业研究报告》，制造业流程挖掘的意愿度
明显高于行业整体平均水平。流程挖掘的
价值在于让“隐形问题显性化”。

1、流程挖掘正成为智造企业共同选择

1.1 价值显著 流程挖掘让隐性问题显性化

随着企业规模的增加，企业更关注流程的挖掘，而非优化。报告调研显示，超5成以上、规模为500 - 
100人、1000 - 2000人、2000 - 5000人的企业，更认可流程挖掘在及时且低成本暴露隐性合规问题方面
的价值。信息和管理协同问题始终是困扰智能制造企业的核心，企业规模越大，需要流程挖掘实现全流
程透析的诉求也越强烈。

数据来源： 分贝通调研数据

3 RPA中国《2022年中国流程挖掘行业研究报告》

一家锂电池生产厂商发现，酒店的差标总是滞后的。后该企业利用一体化支出管理平台打通了差旅审
批和支出管理后台，则可以从后台清楚的看到各事业部在一二线城市、三四线城市每月各自的酒店、餐标
都消费了哪些价格。有了这些数据，企业财务团队做差标有了参考。这也对预算计划提供了有效指导。

3

企业占比

77.50%

43.50% 37.70% 20.40% 10.30%

24.60%

25.60%
20.50%

26.60% 24.80%

36.50%

40.80%
50.90% 67.90% 70.10%

56.80% 65.20% 80.20% 78.70%

20.00%

89.20% 100% 100% 1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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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人以下 200 - 500人 500 - 1000人 1000 - 2000人 2000 - 5000人

优化报销流程效率 提升预算合理配置水平

及时且低成本暴露隐性合规问题 解放人效，聚焦价值型工作

打破信息孤岛，全流程实时透析

图2-1 不同智能制造企业对流程挖掘价值的理解



从流程挖掘到降本增收——智能制造企业支出管理洞察 Corporate Spend Management of Smart Manufacturing

16

本报告调研显示，2023年上半年，超七成智能制造企业，已经或正尝试将流程挖掘实践于企业支出管
理领域。

2、疫后复苏 中型智造企业聚焦支出管理流程挖掘

2.1 中型智造企业不约而同下手支出数据“黑盒”

流程挖掘不再是头部制造企业的“特权”，尤其在优化企业支出管理方面。调研数据显示，200 - 500
人，500 - 1000人的企业，表示在初步了解支出管理软件的企业，占比分别为42.4%和53.8%。

图2-2 不同规模智能制造对企业支出管理软件的需求度 数据来源： 分贝通调研数据

同时，500 – 5000人的企业，考虑或已完成立项，自建或上线企业支出管理系统的企业均超3成。
这充分反映了中型企业对打开企业支出“黑盒”的急迫性。

有效的企业支出管理，通常由横向的事前、中、后因公消费全流程，包含费用预算管理、行为流程管
理、费用标准管理、核销入账和结算管理等，和纵向的员工消费场景所组成。但真正实现支出管理全流程、
全场景覆盖却并非易事。很多企业在构建自身支出管理体系中，却难免仅停留于“工具迭代”，信息孤岛问
题在所难免。

企业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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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兴趣，考虑⾃建或上线系统 内部已⽴项，系统选型中/完成⾃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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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集成陷阱” 支出流程的“有效挖掘”方式2.2

企业在优化支出管理上，往往会优先选择“以数治数”，即通过包括商旅、费控、报销、银企直联、OA、
财务系统等数字化工具治理费用支出数据，从而赋能整体管理效率。

随着业务复杂度的增加，系统割裂加剧。
企业全局优化需求与碎片化供给的矛盾，
最终成为一个个“信息孤岛”，形成“集成陷
阱”。

1、成也数字化，败也数字化

1.1 拒绝“工具迭代”  

《一体化企业支出报告》显示，37% 的企业至少购买了 5 个以上的相关系统，44% 的企业至少购买
了 3-5 个，共 81% 的企业购买了 2 个以上的系统。

数据来源：分贝通调研数据

1

同时提升系统间数据信息的流转效率，以此挖掘数据背后的决策赋能价值，与上线具有功能价值的系
统，同样重要。真实的数据沉淀于系统内，实现对员工支出的实时洞察，进行合理的管控以及调整除生
产成本开销外的管理和调控措施。

好的企业支出管理往往是基于一体化的设计思路，将多种软件功能融合到一起，一方面可以提升不同
功能之间的协作效率，另一方面也能够通过数据融合赋能管理。

19%

44%

37%

0-2个

3-5个

5个以上

图2-3 为治理费用支出购买的系统个数

企业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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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多系统带来的信息孤岛问题，在数字化大趋势下，企业客户对系统集成已然成为了“刚性诉求”之
一。调研数据显示，完成支出管理系统与业务系统对接的企业占比，已经从 2021 年的 39%，上升至 
64%；与财务系统对接的企业占比则从 6% 上升至 17%。

2、数据与信息协同 已成刚需

一些企业有意识地通过系统对接突破集成陷阱。2023年上半年受调研智能制造企业全面使用OA/预
算/报销/电子档案等工具做支出管理，并部分打通的企业占比最大，为34.8%，且相比于2022年的
24.6%增加了41.2%；全面使用OA/预算/报销/电子档案等工具做支出管理，且全部打通的受调研智能
制造企业，也超过了2成。

智能制造企业突破“集成陷阱”的核心是提升数智化水平。从支出管理角度而言，不应仅停留在“工具
迭代”，这很难形成费用数据的整体沉淀，导致企业支出管理始终无抓手。

走访调研发现，费用数据作为在整体财务中繁
琐但重要的部分，79% 的企业表示会率先着手此类
数据的治理，打通费用支出管理系统的壁垒，利用
大量准确且及时的费用数据沉淀，掌握员工的支出
行为特点、异常和趋势，为企业经营决策调整提供
数据支持。

79%
优先着手费用数据治理

26.00%

13.20%

32.10%

31.00%

24.60%

34.80%

17.30%

21.00%

0% 20% 40% 60% 80% 100%

2022

2023H1

部分使用OA/预算/报销/电子档案等工具做支出管理，未打通 全面使用OA/预算/报销/电子档案等工具做支出管理，未打通

全面使用OA/预算/报销/电子档案等工具做支出管理，部分打通 全面使用OA/预算/报销/电子档案等工具做支出管理，全部打通

企业占比

图2-4 智能制造企业支出管理软件间的对接程度 数据来源： 分贝通调研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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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数据显示，使用企业支出分析数据看板的
智能制造企业 ，2023 年上半年平均访问数据看板
的频率可达到22次 / 月。

22次
每月平均访问数据看板频率

2.1 价值显著 流程挖掘让隐性问题显性化

真相往往隐身于细枝末节，尤其对于业务复杂度和系统集成度较高的智能制造企业。流程挖掘正在为
智造企业构建一个全知全能的俯瞰视角，这个视角可以帮助财务更快地去了解业务真实的样子，以及它到
底是怎么发生的，将企业隐性问题显性化。而一体化是流程挖掘在企业支出管理中的“最佳实践方式”。

图2-5 一体化企业支出数据看板（示意图）

一家集团型，规模800+人的半导体企业，利用一体化平台全面和准确完成数据沉淀，并分析2022年
下半年员工商旅出行的城市热度，发现惠州、东莞成为新的热门差旅目的地。最终经企业多方面评估，包
括对比差旅成本与新建办事处成本，决定在惠州、东莞开设办事处。

企业支出管理应从业务数据出发，需更加关注数据的全面性、准确性和颗粒度。整合实时在线报表和
周期性的分析报告应成为驱动业务的底层支撑。

一体化支出管理平台，通过全场景覆盖、全流程管控、全数据解析，帮助智造企业能为企业的支出管
理带来真正数智化的体验，赋能经营优化，推动企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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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进阶
一体化“智造”降本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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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挖掘赋予企业支出管理的价值。一体化支出管理，是流程挖掘价值最大化的最佳搭档。

2023年，分贝通向“一体化企业支出管理及支付平台”升级，在一个平台满足企业小额高频的商旅和费
控需求，以及大额低频的支付和采购需求。 “一体化”平台带来便捷的操作、统一的体验以及完整的支出数
据，有利于企业提效、降本、增收。

1、总结：一体化 “智造”降本增收新思路

图3-1 一体化企业支出管理及支付平台

一体化支出管理平台，突破智造企业“集成陷阱”，帮企业走出“工具迭代”就是“管理价值升级”的误区。
一体化的分贝通，更聚合、流畅，辅助数据全面沉淀和实时分析，赋能经营调整，以此在不确定环境下，
提供更确定的决策依据，赋能企业对自身经营调整更具掌控力。

图3-2 一体化的分贝通

系统对接
System Integration

预算管理
Budget

结算⼊账
Settlement & Accounting 

数据报表
Reporting

费⽤报销
Reimbursement

消费管控
Spend Control

付款管理
AP Management

OpenAPI
对接

OpenAPI
接⼝

实施平台

预算编制 预算发布

预算控制 预算分析

预算预警 调整留痕

权限配置 事前申请

消费规则 超额个⼈付

消费通知 节省奖励

发票管理 费⽤报销

OCR识别 报销补贴

虚拟卡管控 申请/审批

权限配置 付款申请

供应商管理 合同管理

发票台账 付款任务
管理

账单发票 报销打款

凭证⼊账 凭证⼊账

电⼦档案 对接ERP

消费报表 节省报表

资⾦报表 费⽤分析

消费分析 XBR报告

财务流程

重点功能

⼀体化

费控报销软件 银企直联 数据分析系统

Excel

财务系统

OA、邮件 快递

采购

机票 餐票

打⻋

⽕⻋

预算管理软件

Excel

财务系统

实现⼯具



从流程挖掘到降本增收——智能制造企业支出管理洞察 Corporate Spend Management of Smart Manufacturing

22

通过整合商旅、商城等合作方和更多优质银行资源，全面拉通因公消费场景，由此打造了更深入、更全
面、更完整的一体化支付解决方案。

资源一体

聚合机票、酒店、火车、用车、外卖、采购等全商务消费场景，员工所有因公消费统一入口申请、审批
和预订，实现所有因公支出的一体。

场景一体

实现“OA-分贝通-业务-财务”整条链路互联互通，从员工的基础信息、组织架构的业务动作转换为财务
语言，实现流程一体化后，为企业带来全面的数字化。

支出一体

所有员工支出数据进行自动沉淀后，财务能够通过分析数据趋势，发现问题和做出总结，从而让动态、
真实的信息真正变为数据资产。

数据一体

实时的订单数据自动沉淀在系统中，可助力企业打造数据资产，实现费用数据与业务数据的融合，从而
形成业财一体，为企业业务策略提供数据依据。

业财一体

智能制造代表企业

半导体

新能源

智能硬件

2、“五位一体” 智造企业支出管理价值进阶 

从流程优化到降本增收，多数智能制造企业少了关键的“流程挖掘”。以流程挖掘为导向，一体化平台
辅助智能制造企业加速肃清“不合理、不合规”支出，实现看得见的经营效率和效果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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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实践
从流程挖掘到降本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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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图4-1 一体化支出管理：全流程透明、系统间信息流通

多主体、多地，人员结构复杂，差标层次不齐，销售部门超2000人，差旅量大且临时需求频繁，该
企业支出费用连年攀升。但由于业财系统割裂，导致员工实际支出行为无法与商旅/报销订单做自动关联
校验，同时仍采取表格编制预算和事后预算使用核算，超支情况无法避免。

1、某半导体设备制造企业利用一体化“破解”超支隐患，支出节省超16%

难点

方案及效果

超支 事后预算管控，费用超支总“马后炮”

低效 15000+张发票/月处理量，自动化程度低

合规 重复报销难避免，手动排查易出错

割裂 费用数据过于零散，信息流转有阻碍

预算与消费管控打通，效率降本“两手抓”
• 预算管控与全场景消费管控打通，员工提交申请单时就占用预算，直接杜绝超支
• 销售部门在预算框架内可不提出差申请单，员工个人预算校验通过后即可出行

一事一报，系统自动查重
• 混合报销单可支持一张报销单包含多个支付方式的费用，管理者可清晰调取查看整个行程
• 报销单据智能匹配商旅订单记录，系统自动去重，节省需要人工去审核查重的工作

优化内部费控体验
• 因公消费直接由企业支付，报销申请和处理量减少90%+，赋能业务效率
• 下单即校验，审批流耗时从4h减少为4min

消费管控 商旅用餐

快递物流

预算管控商务消费 费用报销

人力
资源
管理
系统
HRM

财务
核算
系统

组织架构
人员信息 总帐

记账
凭证

组织
架构

协同办公/OA系统
申请单审批

差旅补助

预算编制 预算调整

预算控制 预算分析

对私报销 混合报销

发票管理 费用分析

一体化企业支付平台

申请单、审批单

预存款、支付报销款

银行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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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家分子公司，业务覆盖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差旅量大且需求零散。复杂差标体系下，上传下达
效率低，“钻空子”情况严重，导致合规问题层出不穷（包括丢票、错票、替票等），同时线下消费不透明
导致无法判断核销发票是否与真实消费行为一致。合规排查效率和效果差，顺利推进上市压力大。

2、某机器人企业利用一体化“揭露”合规暗点，顺利完成上市前审计

难点

方案及效果

合规 丢票、替票等现象严重，审核压力大

割裂 线下消费数据无法进行记录，验证难

低效 月均7000份票据对账结算效率低，易出错

管控 差规上传下达效率低，规则难落地

集中化费用管理 “消费即合规”
• 变事后报销为事前审批，精细化员工差旅规则，系统直接提供合规出行选择
• 因公消费企业直接付，统一结算干掉超80%的报销

自动化对账 提升财务数据准确性
• 自定义账单格式，对账全程由线上系统完成，错误发生率降低至0%
• 企业统一结算，提升对账结算效率，财务更轻松

“大发票”结算，缩短结账周期
• 将已完成对账的发票及账单统一寄送，降低发票流通中存在丢失或破损的风险
• 一次性完成账期内发票的收集，每月初即可完成上月所有凭证的汇总、订制

OA系统

组织信息/人员信息
同步至分贝通

OA系统

发起申请

OA系统

审批通过

分贝通

商旅预订

分贝通

预算
占用、扣减

分贝通

订单信息同步
开具大发票

财务系统

凭证入账

结束

结束

基础数据 事前申请 商务消费 结算对账

提供规则内选择
消费即合规

分贝通 分贝通

线上自动对账
自动生成凭证

图4-2 一体化支出管理：全场景消费与管控、结算打通，消费即合规，自动化对账效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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