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确筹划应收账款，科学应对市场风险 

文/曹明东 

 在一个信用体制尚不健全的市场环境下，应收账款确似一只“烫手的山芋”，使你捧不得又
放不下，它既是促进销售的良药，也是导致坏账的祸水，对待应收账款的正确态度应当是勇敢地面
对风险，通过科学地管理,最大限度地降低坏账损失，这是成功企业的必由之路。然而在我国的大
部分企业实践中，往往处理不好这种关系，存在或左或右的现象，很多企业不重视对债权债务的筹
划，对信用的控制更是缺乏有效的对策，这必然引起我们的思考。 

 一、 在应收账款管理上存在的问题 
 1、在传统的财务会计账面上，一直把应收账款当成是企业的一项资产，而且是流动性较强的

资产，其“经济利益”最终能否流入企业，会计报表很少披露，尽管也估计了应收账款的风险，会
计上采用了计提坏账准备金的办法以减少坏账的损失，但这只是一种以牺牲国家利益和企业所有者
利益为代价的被动措施，不能从根本上减少坏账的产生。 

 2、很多企业简单地将生产经营规模和销售量视为衡量效益的根本标准，没有意识到销售所产
生的现金净流量对企业持续经营、稳健发展的作用。 

 3、企业对客户的信用预防和评估工作不够，宁可将大量精力放在对应收账款的事后追讨和补
救上，也不愿将资金投放于事前的信用管理上，结果只能是信用控制无法落实，企业的资金状况始
终被动。 

 纵观以上存在的问题，毫无疑问，应收账款是把“双刃剑”，只有在“信用管理”的正确操
纵下，才会舞动一片市场而不会伤及自己。 

 二、 改善应收账款管理的重要环节 
 提起对应收账款的科学管理，人们自然会想到“信用的科学管理”问题，而通常情况下，信

用管理中无论是信用标准还是信用条件讲的都是对客户方（债务方）的信用调查问题，但笔者认
为，信用主体实际上是双方的，在了解对方之前，首先也应该了解自己，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 

 （一） 充分了解自己，使应收账款数额大小有度。 
 首先，销售方必须对自己企业现时所处的发展阶段和战略目标做到心中有数，据此制定出的

销售计划、目标政策等是制定合理的信用政策的前提条件之一。比如：成长期的企业其战略目标是
产品开发和市场开发，可以通过一定的赊销政策和信用宽限条件达到占有市场的目的，这个时期，
对应收账款更侧重其功能而轻其成本。对于成熟期的企业，其战略目标是稳定市场，同时可能伴有
多元化经营的目标，其资金的正常周转十分重要，因此，应收账款的数额也必须稳中求降，这个时
期要注重应收账款的功能和其成本的平衡。而对于处于衰退和转型期的企业，其战略目标是防御风
险，应积极收账，尽可能地压缩债权，这个时期应高度重视应收账款的成本。 
其次，销售方要对自己的资产负债情况和现金流量状况有清醒的认识，这实际上就是要求对自己的
资金周转情况有较好的把握，知道自己承受拖欠货款和坏账损失的能力极限，这样就可以做到胸有
成竹，适时、适度地控制应收账款的时间与额度，保证己方的的资金周转畅通和财产安全。 

 （二） 充分了解对方，使信用条件宽严有据。 
 首先，应了解购货方所处的区域环境，由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法制环境以及特定的经济状

况等条件的差异，导致不同地区的企业信用状况会不同，有研究表明，我国应收账款不良状况分布
的区域性特征是与区域经济环境以及当地民风政风密切相关的。一个地方企业产权关系明晰，政府
懂得如何有效地保护产权，维护信用，当地就会形成良好的经济法律环境，应收账款的不良率就会
低，反之，坏账的可能性就大。 
其次，应了解对方的经营状况和财务实力，查阅对方的资本实力和交易记录，进行严格的信用调查
和审核，根据信用等级评价的不同，施行不同的授信措施，包括时间和额度，这就要求销售方在社
会信用管理机制尚不健全的情况下，尽最大可能地收集各类市场信息，建立属于自己的第一手信用
档案资料。 

 三、 从坏账风险中突围的有效途径 
 无论怎样的应收账款，都不可能成为让企业含在口中的“定心丸”，一旦应收账款不可避免

地大量出现，作为销售方的债权企业，最好还是要借助一些金融工具和手段分散一部分风险，哪怕
承受一部分成本。目前银行推行的一些结算手段以及近年来开发的一些基于应收账款的融资工具，
都为企业从应收账款坏账风险中突围提供了有效的途径，比如商业汇票结算、应收账款融资、应收
债权贴现等。 

 



 商业汇票是一种信用凭证，最长的信用期限可达半年，买卖双方使用商业汇票结算，既给予
了购货方一定的资金宽限余地，也避免了销售方到期不能收回债权资金的风险，特别是银行承兑汇
票，银行将保证票据到期时的资金支付，风险几乎为零，而且商业汇票还可以背书转让和办理贴
现，极大地增强了资金的流动性。销货方完全可以在销售实现时或者在应收账款合同到期时主动签
发商业汇票让购货方承兑。 

 应收账款融资是企业将其销售商品或提供劳务合同所产生的应收债权出售给银行等金融机构
的一种融资方式，其实就是以应收账款为质押取得借款，企业可以根据自己对某笔应收账款的把握
情况，在出售时选择不附追索权或附加追索权两种方式中的一种，即明确该应收账款到期若不能收
回的风险是否由售出债权的企业承担。可见这种方式其实就是企业与银行之间对于应收债权风险的
买卖，其成本和收益各有侧重（作者系江苏徐州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经济管理系主任、武汉理工
大学在职在读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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