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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营运资金概述

一、营运资金的概念

二、营运资金的特点

三、营运资金管理的原则

营运资金则是指流动资产减去
流动负债后的差额。

1．流动资产的特点

2．流动负债的特点

（1）周转期短
（2）流动性强、变现性好
（3）实物形态具有变动性
（4）数量具有波动性
（1）来源灵活多样
（2）融资成本低
（3）融资弹性高
（4）融资速度快
（5）融资的风险大



第二节 现金管理

一、现金的概念和特点

二、企业持有现金的动机

三、现金管理的目标和内容

四、最佳现金持有量

五、现金的日常控制



一、现金的概念和特点

财务管理中所称的现金，是指在生产经营过程中
暂时停留在货币形态上的资金，是广义的现金概
念，基本上相当于会计中资产负债表中“货币资
金”项目的项目，包括企业的库存现金、各种形
式的银行存款、银行本票和银行汇票。

（1）现金是可以立即投入流动的交换媒介，是企业流动
性最强的资产 。

（2）现金又是非盈利资产，企业持有的现金不会产生任
何收益。

企业现金管理的意义就在于合理确定企业现金的持有量



二、企业持有现金的动机

2．预防性需要

1．交易性需要

3．投机性需要



三、现金管理的目标和内容

 企业现金管理的目的是在保证企业生产经营所需现金的同时，节约使
用资金，并从暂时闲置的现金中获得更多的利息收入。

 第一，编制现金收支计划，以便合理的估计
未来的现金需要量；

 第二，对日常现金收支进行控制，力求加速
收款，延缓付款；

 第三，确定最佳现金持有量。



四、最佳现金持有量

1．成本分析模式

2．存货模式

3．现金周转模式



1．成本分析模式

【例6－1】：某企业有甲乙丙丁四种现金持有方
案，有关成本资料如表6－1所示：

方案 甲 乙 丙 丁

现金持有量 20000 40000 60000 80000

机会成本率 12％ 12％ 12％ 12％

管理成本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短缺成本 10000 6000 2000 0



1．成本分析模式

表6－2           最佳现金持有量测算表 单位：元

方案 甲 乙 丙 丁

现金持有量 20000 40000 60000 80000

机会成本 2400 4800 7200 9600

管理成本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短缺成本 10000 6000 2000 0

总成本 22400 20800 19200 19600



2．存货模式
假设TC为现金持有总成本；T为某一时期内的现金
需求总额；F为每次转换有价证券的转换成本；K
为有价证券的利息率（机会成本）；Q为最佳现
金持有量（每次证券变现的数量），则：

TC＝（Q/2）K＋（T／Q）F

对Q求导，得： TCˊ＝K /2－T F／Q2

最佳现金持有量Q＝
K

2TF

此时最低现金持有总成本为TC＝ 2TFK



2．存货模式
【例6－2】：某企业预计全年需要现金90000元，
现金与有价证券的转换成本为每次500元。有价证
券的利息率为10％，则最佳现金持有量为：

Q＝
％10

500900002 
＝30000（元）

TC＝ ％10500900002  ＝3000（元）

一年内有价证券的变现次数为90000／30000＝3（次）



3．现金周转模式

 现金周转期＝存货周转期＋应收账款周转期－应付账款周转期

最佳现金持有量＝ 现金周转期
企业年现金需求总量


360



3．现金周转模式

 【例6－3】：某企业预计存货周转期为100天，
应收账款周转期为60天，应付账款周转期为40天，
预计全年现金需要量为600万元，求最佳现金持有
量。

现金周转期＝100＋60－40＝120（天）

最佳现金持有量＝600／360×120＝200（万元）



五、现金的日常控制

（二）现金支出管理

（一）现金收入管理

1、设立记账银行

2、锁箱系统

3、其他方法

1．合理运用“浮游量”；
2．控制支出时间，推迟支

付应付款；
3．采用汇票付款。

1．力争现金流入和流出同步
2．实行内部牵制制度
3．库存现金的盘点
4．遵守库存现金和银行存款

管理的有关规定
5．适当进行证券投资



第三节 应收账款管理

一、应收账款及其管理的意义

二、应收账款的功能和成本

三、应收账款政策

四、应收账款的日常控制



一、应收账款及其管理的意
义
 应收账款是企业赊销商品、产品、提供劳务等而应向购货或接受劳务

的单位收取的款项。

 应收账款是企业流动资产的重要项目，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使得
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交易越来越多地利用商业信用，应收账款数额明显
增多，应收账款的管理也更加重要。



二、应收账款的功能和成本

（一）应收账款的功能

（二）应收账款的成本 1．机会成本

2．管理成本

3．坏账成本



1．机会成本
【例6－4】：假设某企业预测的年度赊销额为

200万元，应收账款平均收账天数为45天，变动
成本率为50％，资金成本率为10％，则应收账款
的机会成本可计算如下：

应收账款平均余额＝200／360×45＝25（万元）

维持赊销业务所需要的资金＝25×50％＝12.5（万元）

应收账款机会成本＝12.5×10％＝1.25（万元）



三、应收账款政策

（一）信用标准

（二）信用条件

（三）收账政策



（一）信用标准
 信用标准，是指顾客获得企业的商业信用所应具备的基本条件，一般

用预期的坏账损失率表示。

5C评价
Character  品质

Capacity  偿付能力

Capital  资本

Collateral  抵押品

Conditions  经济状况

信用标准考虑因素：

1、同行业竞争对手情况；

2、企业承担违约风险能力；

3、客户的资信程度



（二）信用条件

 信用条件是指企业要求顾客支付赊销款项的条件，包括信用期限、折
扣期限和现金折扣。

1．信用期限

2．折扣期限和现金折扣



1．信用期限

 【例6－5】：某企业现行的信用期限为30天，预测的2005年度赊销
额为5400万元，现拟将信用期限放宽至60天，赊销额预计将增加至
6000万元，该企业变动成本率为60％，固定成本为1000万元，资金
成本率为（或有价证券利息率）为15％。假设企业固定成本总额不变，
其他有关资料见下表6－3，分析是否应该采用新的信用条件。



1．信用期限

项 目 30天 60天

年赊销额 5400 6000

应收账款平均收账天数 30 60

坏账损失率 2％ 3％

收账费用 50 80

表6－3                   信用条件备选方案表 单位：万元



1．信用期限

项 目 30天 60天

年赊销额
变动成本
固定成本

5400

3240

1000

6000

3600

1000

信用成本前收益 1160 1400

信用成本：
应收账款机会成本
坏账损失
收账费用
小计

40.5

5400×2％＝108

50

198.5

90

6000×3％＝180

80

350

信用成本后收益 961.5 1050

表6－4                   信用条件分析评价表 单位：万元



2．折扣期限和现金折扣

 【例6－6】：仍以【例6－5】资料，如果企业选择了60天的方案，
但为了加速收款，决定将信用条件改为“2／10，1／30，n／60”，
估计约有60％的客户（按赊销额计算）会利用在10天内付款，30％
的客户会在30天之内付款。坏账损失率降为2％，收账费用降为40万
元。分析计算是否应采用现金折扣条件的信用条件。



2．折扣期限和现金折扣

项 目
60天 “2／10，1／30，n／

60”

年赊销额
减：现金折扣
年赊销净额
变动成本
固定成本

6000

－
6000

3600

1000

6000

90

5910

3600

1000

信用成本前收益 1400 1310

信用成本：
应收账款机会成本
坏账损失
收账费用
小计

90

6000×3％＝180

80

350

31.5

6000×2％＝120

40

191.5

信用成本后收益 1050 1118.5

表6－5                   信用条件分析评价表 单位：万元



（三）收账政策

项 目 现行收账政策 拟改变的收账政策

年赊销额 3000 3000

年收账费用 50 80

应收账款平均收账
天数

60 30

坏账损失率 3％ 2％

 【例6－6】：假设某企业应收账款原有的收账政
策和拟改变的收账政策如表6－6所示。假设变动
成本率为60％，资金利润率为12％，确定企业应
选用哪种政策比较有利。



（三）收账政策

项 目 现行收账政策 拟改变的收账政策

年赊销额
应收账款平均收账天数
应收账款平均余额
维持赊销业务所需要资金

3000

60

3000÷360×60＝500

500×60％＝300

3000

30

3000÷360×30＝250

250×60％＝150

信用成本：
应收账款机会成本
坏账损失
收账费用
信用成本合计

300×12％＝36

3000×3％＝90

50

176

150×12％＝18

3000×2％＝60

80

158

表6－7                   收账政策分析评价表 单位：万元



四、应收账款的日常控制

（一）应收账款账龄分析

一般而言，客户逾期拖欠账款时间越长，账款催
收的难度越大，成为呆坏账损失的可能性也就越
高。企业必须要做好应收账款的账龄分析，密切
注意应收账款的回收进度和出现的变化。

 （二）收账的日常管理

1．确定合理的收账程序
2．确定合理的讨债方法
3．建立应收账款坏账准备制度



第四节 存货管理

一、存货的概念

二、存货的功能和成本

三、存货经济批量

四、存货日常管理



一、存货的概念

存货是指企业在日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为生产和销
售而储备的物资，主要包括生产用的原材料、辅
助材料、包装物、低值易耗品等；生产过程中的
在产品；待出售的商品等。

存货通常占流动资产的比重较大，一般约为40％～60％。

存货利用和管理水平的高低，对企业财务状况的影响很
大，加强存货的管理与控制，使存货保持在最优水平上，
成为财务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



二、存货的功能和成本

存货的功能：

 1．保证生产经营的正常进行

 2．降低进货成本

 3．留有各种存货的保险储备，防止意外事件发生。

存货的成本：

 1．取得成本

 2．储存成本

 3．缺货成本

企业存货的最优化，即是使以上三种成本之和最小。



三、存货经济批量

 在一定的需求总量的情况下，商品的买价
是一定的，与进货批量、进货次数无关，
因此在确定存货经济批量时，商品买价可
以不予考虑。因此影响存货经济批量的成
本因素主要是订货成本、储存成本和缺货
成本。如果企业增加进货批量，减少进货
次数，可以降低订货成本与缺货成本，但
储存成本会增加；如果企业减少进货批量，
增加进货次数，则订货成本与缺货成本会
增加，而储存成本会减少。企业应综合考
虑进货批量与各种成本之间的关系，确定
使存货总成本最低的进货批量，即存货经
济批量。



存货经济订货批量的基本模
型假设TC为存货相关总成本；A为全年的存货需求总额；F为
每次进货的订货成本；C为每件存货的年储存成本；Q为
每次进货批量，则存货相关总成本用公式表示为：

TC＝（Q/2）C＋（A／Q）F

利用这一方程，求出使总成本TC最小的Q就是存货经济批量。对
Q求导，得：

TCˊ＝C /2－A F／Q2

令TCˊ＝0，得
存货经济进货批量Q*＝

C

2AF

此时存货相关总成本为TC*＝ 2AFC



存货经济订货批量的基本模
型
【例6－7】：某企业预计全年需要耗用甲材料

4500吨，该材料的每订购一次的订货成本为100
元，每吨材料的年储存成本为10元，则存货的经
济订货批量为：

Q＝
10

10045002 
＝300（吨）

TC＝ 1010045002  ＝3000（元）

全年最佳订货次数为4500／300＝15（次）



订货点控制
 确定订货点必须考虑以下因素：

 （1）存货每天正常消耗量，用n表示。

 （2）预计存货每天最大消耗量，用m表示。

 （3）订货提前期，即从发出订单到收到货物的时间，用t表示。

 （4）预计最长提前期，用r表示。

 （5）保险储备，即企业为了防止耗用量突然增加或交货期意外延误
等特殊原因而留有的储备，用S表示。



订货点控制
【例6－10】在【例6－7】中，假设甲材料每天
正常消耗量为12.5吨，预计每天最大消耗量为15
吨，订货提前期是2天，预计最长提前期为4天，
则订货点计算如下：

保险储备S＝（mr－nt）/2＝（15×4－12.5×2）／2＝16.5（吨）

订货点R＝（mr＋nt）/2＝（15×4＋12.5×2）／2＝42.5（吨）

或订货点R＝S＋nt＝16.5＋12.5×2＝42.5（吨）

说明当甲材料存货还剩42.5吨时，就要提出再订货请求。



四、存货日常管理

（一）存货储存期控制

（二）ABC控制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