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营运资金管理

第一节 营运资金管理概述

【考点 1】营运资金的概念及特点

营运资金=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考点 2】营运资金管理策略（重点）

(一)流动资产的投资策略

紧缩的流动

资产

（1）维持低水平的流动资产与销售收入比率；高风险、高收益；

（2）紧缩的流动资产投资策略可以节约流动资产的持有成本；

（3）只要不可预见的事件没有损坏企业的流动性而导致严重的问题发生，紧缩的流动资产投

资策略就会提高企业效益

宽松的流动

资产

（1）维持高水平的流动资产与销售收入比率；低风险、低收益。

（2）过多的流动资产投资，无疑会承担较大的流动资产持有成本，提高企业的资金成本，降

低企业的收益水平

（二）流动资产的融资策略

1.期限匹配融资策略

匹配融资策略中，永久性流动资产和非流动性资产以长期融资方式融通，波动性流动资产用短期来融通。

2.保守融资策略

长期融资支持非流动资产、永久性流动资产和部分波动性流动资产。

3.激进融资策略

在激进融资策略中，企业以长期负债、自发性负债和股东权益资本为所有的非流动资产融资，仅对一部分永

久性流动资产使用长期融资方式融资。

第二节 现金管理

【考点 1】持有现金的动机

交易性需求 维持日常周转及正常商业活动所需持有的现金额，因现金收入与支出不相等，时间不匹配，企

业需要持有一定现金来调节，以使生产经营活动能继续进行

预防性需求 要持有一定量现金，以应付突发事件。

确定预防性需求的现金数额是，需要考虑以下三个因素：

（1）企业愿冒现金短缺风险的程度

（2）企业预测现金收支可靠的程度

（3）企业临时融资的能力

投机性需求 需要持有一定量的现金以抓住突然出现的获利机会

【考点 2】最佳现金持有量的确定（重点）

持有成本 现金平均占用额*有价证券的报酬率=（Q/2）*R

转换成本 有价证券转换回现金所付出的代价（如支付手续费用），现金转换次数*每次出售有价证券以补充

现金所需的交易成本=(T/Q)*F

总成本 总成本=持有成本+转换成本=（Q/2）*R+(T/Q)*F

其中，Q 为企业合理的现金持有量，R 有价证券的报酬率，T 为一定期间的现金需求量，F 为每次出售有价证

券以补充现金所需要的交易成本

Q*，也称最佳现金持有量，应当满足：持有成本=转换成本，（Q*/2）×R=（T/Q*）×F，可知：

Q∗ = 2TF/R



【考点 3】现金收支日常管理

（一）现金周转期

现金周转期是指介于企业支付现金与收到现金之间的时间段，它等于经营周期减去应付账款周转期。

现金周转期=应收账款周转期+存货周转期-应付账款周转期

第三节 应收账款管理

【考点 1】应收账款管理目标

管理应收账款的目标为：在适当利用赊销增加企业产品的市场占有率的条件下控制应收账款的余额；加快应

收账款的周转速度。

【考点 2】应收账款的成本（重点）

（一）应收账款的机会成本

应收账款占用资金的应计利息(即机会成本)

=应收账款占用资金×资本成本

=应收账款平均余额×变动成本率×资本成本

=日销售额×平均收现期×变动成本率×资本成本

=全年销售额/360×平均收现期×变动成本率×资本成本

（二）应收账款的管理成本

主要是指企业管理应收账款所増加的费用。

（三）应收账款的坏账成本

应收账款的坏账成本=赊销额×预计坏账损失率

（四）应收账款的收账成本

一般来说，收账的花费越大，收账措施越有力，可收回的账款越多，坏账损失也就越小。

【考点 3】企业信用政策（重点）

企业信用政策是管理和控制应收账款余额的政策，它由信用标准、信用条件、收账政策组成。

（一）信用标准

1.含义：是企业用来衡量客户是否有资格享受商业信用所具备的基本条件。

2.5C 信用评价系统

（1）品质：品质指顾客的信誉，即履行偿债义务的可能性。

（2）能力：能力指顾客的偿债能力，即其流动资产的数量和质量以及与流动负债的比例。

（3）资本：资本指顾客的财务实力和财务状况，表明顾客可能偿还债务的背景。

（4）抵押：抵押指顾客拒付款项或无力支付款项时能被用作抵押的资产。

（5）条件：条件指可能影响顾客付款能力的经济环境。

（二）信用条件

信用条件是企业为了鼓励客户尽快付款而给客户提出的付款要求，包括信用期间、现金折扣和折扣期间。

（三）收账政策

积极型的收账政策有利于减少坏账损失，加快应收账款的周转速度，但会加大收账成本。消极型的收账政策

有利于减少收账成本，但会加大坏账损失，减缓应收账款的周转速度。

（四）信用政策决策

信用政策决策是在比较不同信用标准、信用条件和收账政策的收益与成本的基础上， 选择最优信用政策的过

程。



【考点 4】应收账款的日常管理

(一)应收账款保理

1.应收账款保理是企业将赊销形成的未到期应收账款，在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况下转让给保理商，以获得流动

资金，加快资金的周转。保理可分为有追索权保理（非买断型）和无追索权保理（买断型）、明保理和暗保理、

折扣保理和到期保理。

2.应收账款保理对于企业而言，其财务管理作用主要体现在：

（1）融资功能。（2）减轻企业应收账款的管理负担。（3）减少坏账损失、降低经营风险。（4）改善企业的财

务结构。

第四节 存货管理

【考点 1】存货管理目标

存货管理目标为:合理确定存货量，在保证生产的前提下尽量减少存货;加强存货的日常控制，加快存货的周

转速度。

【考点 2】存货的成本（重点）

(一)取得成本

取得成本是指为取得某种存货而支出的成本，通常用 TCa 来表示。其又分为订货成本和购置成本。

1.订货成本

订货成本=固定订货成本+变动订货成本=固定订货成本+每次订货变动成本*年订货次数

年订货次数=存货年需要量/批量

2.购置成本

购置成本指为购买存货本身所支出的成本，即存货本身的价值，经常用数量与单价的乘积来确定。

（二）储存成本

储存成本指为保持存货而发生的成本，包括存货占用资金所应计的利息、仓库费用、保险费用、存货破损和

变质损失等，通常用 TCc 来表示。储存成本=固定储存成本+变动储存成本

【考点 3】经济订货基本模型（重点）

1.经济订货批量的概念：能够使存货的相关总成本达到最低点的进货数量。

2.经济订货基本模型的假设：

（1）存货总需求量是已知常数；

（2）订货提前期是常数；

(3)货物是一次性入库；

（4）单位货物成本为常数，无批量折扣；

（5）库存储存成本与库存水平呈线性关系；

（6）货物是一种独立需求的物品，不受其他货物影响；

(7)不允许缺货，即无缺货成本；

3.计算公式：

与经济订货批量相关的最小存货总成本= 2 ∗ 年需要量 ∗ 每次订货变动成本 ∗ 单位变动储存成本



第五节 流动负债管理

【考点 1】短期借款（重点）

（一）短期借款的信用条件

1.信用额度。企业在信用额度以内可随时使用借款，但金融机构并不承担必须提供全部信用额度的义务。如

果企业信用恶化，即使在信用额度内企业也不一定能获得借款，对此金融机构不承担法律责任。

2.周转信用协议，是金融机构与企业签订的一种正式的最高限额的借款协议。在协议有效期内，只要企业的

借款总额未超过协议规定的最高限额，金融机构必须满足企业任何时候提出的借款要求，对周转信用协议负

有法律责任，而借款企业则必须按借款限额未使用部分的一定比例向金融机构支付承诺费。

3.补偿性余额，是金融机构要求借款企业在其存款账户上保留按实际借款的一定比例（通常为 10%-20%）计算

的存款余额。

4.借款抵押

5.偿还条件

6.其他承诺

（二）短期借款的成本

借款企业支付利息的方式有收款法、贴现法和加息法三种。

1.收款法，是在借款到期时向银行支付利息的方法。采用收款法时，短期借款的实际利率等于名义利率。

2.贴现法，又称折价法，是指银行向企业发放贷款时，先从本金中扣除利息部分，到期时借款企业偿还全部

贷款本金的一种利息支付方法。贴现法下，借款的实际利率高于名义利率。

3.加息法，分期等额偿还贷款时采用的利息收取方法。加息法下，企业负担的实际利率高于名义利率大约 1

倍。

（三）短期借款筹资方式的优缺点

短期借款筹资方式的优点:①筹资速度快;②款项使用灵活;③资本成本低。

短期借款筹资方式的缺点:①借款金额有限;②筹资风险大。

【考点 2】商业信用筹资（重点）

（一）商业信用的形式

1.应付账款

（1）应付账款是供应商给企业提供的一种商业信用。

（2）放弃现金折扣的信用成本率=[折扣率/（1-折扣率）]×{360 天/[付款期（信用期）-折扣期]}

2.应付票据

3.预收货款

4.应计未付款

（二）商业信用筹资的优缺点

1.优点：①商业信用容易获得；②企业有较大的机动权；③企业一般不用提供担保

2.缺点：①商业信用筹资成本高；②容易恶化企业的信用水平；③受外部环境影响较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