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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管理会计应用指引第 404 号——约束资源优化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约束资源优化，是指识别出制约企业实现生产目标的瓶

颈资源，如流动资金、原材料、劳动力、技术等要素及要素投入的时

间安排等，对其进行优化改善并对其他资源进行相应调整，以优化企

业资源配置、提高企业资源使用效率的方法。 

约束资源，是指企业拥有的实际资源能力小于需要的资源能力的

资源。 

第二条 约束资源优化一般适用于企业的营运管理等领域。 

 

第二章  应用环境 

第三条 企业应用约束资源优化工具方法，应遵循《管理会计应

用指引第 400 号——营运管理》中对应用环境的一般要求。 

第四条 企业应用约束资源优化工具方法，约束资源的缺口应相

对稳定。 

第五条 企业应用约束资源优化工具方法，应确保相关数据的完

整性及可获取性，如产品设计数据、存货周转率、资本成本等，必要

时应有信息技术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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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应用程序 

第六条 企业应用约束资源优化工具方法，一般按照识别约束资

源、寻找突破方法、协同非约束资源、实施不断改进等程序进行。 

第七条 企业应用约束资源优化工具方法，应识别出管理过程中

制约既定目标实现的约束资源。在约束资源不容易通过定量方法认定

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内部评审法、专家评价法等，识别出管理过程中

的约束资源。 

内部评审法，是指通过企业内部组织开展评议、审查，识别约束

资源以实现企业管理目标的方法。通常情况下，企业应组建满足约束

资源识别所需的、由财务部门和生产部门等相关人员组成的内部评审

小组或类似评审组织，通过开展集中研讨等方式，识别出管理过程中

的约束资源。 

专家评价法，是指利用专家的经验、知识等进行约束资源识别的

经验判断方法。通常情况下，对于企业既定目标的实现形成重大制约

影响的约束资源，可以通过组织行业内外部专家进行综合评判。 

第八条 在约束资源识别的基础上，企业应比较约束资源的资源

能力差距，搜集约束资源的相关数据和信息，系统性分析约束资源形

成的原因和涉及的实施责任主体，制定约束资源优化的实施方案，确

保实现约束资源的资源能力提升。 

（一）当流动资金是约束资源时，通常可以采取企业资金内部调

剂、缩短应收账款回收周期、延迟付款周期等方法来消除资金瓶颈，



3 
 

也可以通过外部融资扩大企业的资金来源，如债务融资、权益融资等。 

（二）当原材料是约束资源时，通常可通过设置库存缓冲，以确

保原材料的及时供应和充分利用。 

（四）当劳动力是约束资源时，通常可以采取增加劳动力、其他

岗位借调等方法来消除劳动力瓶颈。 

（五）当技术是约束资源时，通常可以采取技术改进、引进新技

术等方法来消除技术瓶颈。 

（六）当要素投入的时间是约束资源时，通常应在明确各项作业

的关键路线和关键工序的基础上，利用时间缓冲进行优化，重新安排

各项作业的工作流程，同时增加质检，以确保约束资源不受影响。 

第九条 企业应根据约束资源优化的解决方法和解决方案，重新

安排相关非约束资源和相关活动，确保相关非约束资源的协同利用。

通常情况下，企业需要根据约束资源的运作节奏，调整和改变原有的

管理政策和相关非约束资源的配置，利用倒排的方法对相关非约束资

源进行调整，确保相关非约束资源的运作与约束资源同步，实现各个

环节的衔接，协调整个管理流程。 

第十条 企业应评价并确认原有约束资源的资源能力得到提升，

确保原有约束资源不再制约企业实现既定目标，重新梳理各项作业流

程，识别新的约束资源，寻找相应的突破方法，进一步实现资源优化

配置。 

 

第四章  工具方法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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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约束资源优化的主要优点：促进企业不断地发现、分

析和解决企业发展的关键瓶颈，提高企业资源配置效率。 

第十二条 约束资源优化的主要缺点：一是多部门协同沟通难度

大，难以持续实施；二是多个责任主体，责任界定不明确；三是对相

关数据的量化要求较高。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三条 本指引由财政部负责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