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小企业应收账款管理对策 

文/高洪岩 董国利 侯彦温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中小企业在发展中也暴露出一些深
层次的问题。企业为了增加销售收入，越来越多的采用赊销等市场策略，随之而来的是企业应收账
款余额的激增。如何化解应收账款的风险，加强应收账款的管理，已经成为当前企业的重要问题。 
   （一）加强应收账款的管理 
   1. 通过建立专门的信用管理机构加强应收账款的管理 
   传统的企业组织机构，一般以财务部门担当信用管理的角色对赊销进行管理，但这已不能适
应完善企业信用管理的需要。企业对赊销的信用管理需要专业人员大量的调查、分析和专业化的管
理和控制，所以建立专门的信用管理机构是十分必要的。 
   2. 给客户建立资信档案并根据收集的信息进行动态管理 
   企业应动态监督客户，了解客户的动态资信情况，其目的是防患于未然。调查的渠道一般包
括：销售部门业务员掌握的客户资料、管理人员的实地考察、客户的其他供应商调查的情况、网络
数据和其他公开的信息渠道。调查的内容主要有：客户的品质、能力、资本、抵押和条件，客户与
企业往来的历史记录，客户的规模、财务状况、发展前景、行业的风险程度等等。 
   3. 加强应收账款的管理应不断完善收账政策 
   当应收账款遭到客户拖欠或拒付时，企业应当首先分析现行的信用标准及信用审批制度是否
存在纰漏，然后对违约客户的资信等级重新调查，进行再认识。对于恶意拖欠、信用品质差的客户
应当从信用清单中除名，不再对其赊销，并加紧催收所欠。如有必要可以采取必要的法律手段. 
   4. 制订合理的销售方针 
   企业可借鉴西方对商业信用的理解，制订适合自己的可防范风险的赊销方针。如：（1）有担
保的赊销。企业可在合同中规定，客户要在赊欠期中提供担保，如果赊欠过期则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2）条件销售。企业可与客户签定附带条件的销售合同，在赊欠期间货物所有权仍属销售方
所有，客户只有在货款全部结清后才能取得所有权。若不能偿还欠款，企业则有权收回商品，弥补
部分损失。 
   （二）加强应收账款的内部控制 
   1. 对应收账款实行责任制管理 
   企业可根据自己所在行业的特点制定计划，每月/每两个月或每季度把滞期超过30天、60天和
90天的应收账款列出明细，制成转给销售负责人,销售负责人应列明详细的回款计划。如果一定期
限内计划没有完成，按涉及金额的一定比例对相关负责人进行处罚。 
   2. 对应收账款实行辅助核算,建立应收账款核销制度 
   按照应收账款发生的时间顺序，以及货款回收的时间顺序逐笔核销，以准确确认应收账款的
账龄：对于因质量、数量合同纠纷等没有得到处理的应收账款单独设账管理，并计提坏账准备。 
   3. 财务要形成定期的对账制度 
   形成定期的对账制度，不能使管理脱节，以免造成账目混乱互相推诿、责任不清；并且详细
记录每笔货款的回收情况，经常进行账龄分析。 
   （三）建立健全应收账款的监控体系 
   1. 对赊销进行监控 
   赊销监控主要发生在接受顾客订单、批准赊销信用、记录销售和收回资金流程。在接受顾客
订单流程，顾客的订单只有在符合企业内部的授权标准时才能被接受，在批准销售阶段，信用管理
部门的职员在收到销售单后，将销售单与该顾客已被授权的赊销信用额度以及至今尚欠的账款余额
加以比较。并对每个新客户进行调查，建立客户动态资源系统。根据调查的客户资信状况等信息，
信用部门决定是否批准该客户的赊销，并在销售单签署明确的意见。同时财务部门应将销售及回款
数据及时反馈给信用管理部门，更新客户动态资源系统。 
   2. 发挥内部审计在应收账款管理中的监督作用 
   这种监督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不断完善监控体系，改善内部控制；二是检查内控
制度的执行情况，检查有无异常应收账款现象，有无重大差错、玩忽职守、内部舞弊等情况，确保
应收账款的回收。 
   3. 企业财务部门应定期对应收账款进行分析和管理 
   财务部门定期对应收账款的回收情况、账龄等情况进行分析，在分析中应利用比率、比较、

 



趋势、结构等分析方法，分析逾期债权的坏账风险及对财务状况的影响，以便确定坏账处理、当前
赊销策略，这是内部控制的重要环节。 
   随着我国信用知识的普及和信用体系的逐渐完善，我国企业可借鉴西方的管理经验和管理方
式，结合我国国情从应收账款的源头开始控制，尽可能降低应收账款对企业发展带来的风险。
（作者单位：廊坊科森电器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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