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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发展民营经济是新经济时代 

的呼唤 。发展 民营经济有利于社会 主义 

事业，有利于祖国和人民。要发展民营 

经济，必须加强民营经济资产管理。本 

文着重阐述民营经济流动资产管理。 

关键词 ：民营经济 流动资产 管理 

加强 一镪要提 
高民营经济管理者对资金管理重要性的认 

识。民营经济管理的核心是财务管理，财 

务管理的核心是资金管理。民营经济管理 

者，必须高度重视资金管理。无论是组织 

企业内部生产还是对外投资活动 ，都要充 

分考虑资金的时间价值，牢牢抓住资金管 

理这个牛鼻子，充分发挥资金管理在民营 

经济资产管理中的导向作用。 

建立资金管理责任制。资金管理是一 

项艰巨而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资金管理 

人员积极努力，付出艰辛的劳动才能完成。 

为此，在民营经济内部，要建立以第一管 

理者、总会计师及财务负责人为主的，各 

职能部门密切配合的资金管理系统。 

加强资金预算管理 ，防止资金流失。对 

有条件的民营企业 ，特别是大中型民企 ，应 

该建立健全预算组织结构，实行分级预算 

管理。制定预算管理与承包考核相结合的 

制度、预算编制与报送制度等。资金预算 

从生产车间编起，形成 自下而上逐级编报 

和逐级汇总平衡。 

抓好资金源头管理，保证资金投入效 

益。决策失误是资金低效甚至无效的主要原 

因。民营经济要防止筹资、投资、技术改造、 

技术更新、生产经营中的供、产、销决策等 

的失误，甚至杜绝决策的不科学、不合理。 

每项决策都要进行市场调研、可行性分析， 

预测项目的投资报酬率、资金成本率、偿债 

能力等。在项目可行性基础上防止急功近 

利，抓好资金管理源头，保证资金投入效益。 

严格应 收帐款管理 ，加速资 

金周 转 

应收帐款和预付帐款管理的好坏 ，直 

接影响着民营经济资金的周转，更影响着 

民营经济的经济效益，因此，本文提出以 

下几条建议： 

正确核算应收、预付款。企业在发生 

应收、预付款时、要坚决按规定核算。特 

别是涉及到经济合同的，要明确收付款方 

式、时间，防止收款时相互扯皮和不正常 

挂帐现象的出现。调整混乱帐目，确定财 

务人员岗位责任制。凡不属于应收、应付 

的会计事项，应按有关科目的规定处理。杜 

绝利用 “应收账款”科 目转移资金，利用 

“应收账款”科 目调平账款等问题。 

积极催收和清理应收 、预付款。对企 

业已形成挂帐的应收和预付款 ，要进行全 

面的清理签认工作，加大催收力度。首先 

要核实发生的时间、原因及责任人 ，然后 

按照先易后难的顺序派专人进行清理。对 

故意拖欠不还的单位，要采取行政的、经 

济的、甚至法律的手段进行清理。对于经 

确认已构成坏帐的应收、预付款。应按规 

定及时列销 ，不宜长期挂帐。 

制订合理的信用政策。民营经济要确 

定正确的信用标准、合理的信用条件和恰 

当的信用额度。有了合理的信用政策，能 

有效地防止由于过度赊销超过客户的实际 

支付能力而使企业蒙受损失，可以有效地 

防止坏帐损失。 

建立往来客户资信评估制度。企业应 

收集客户相关信息，建立客户信用资料档 

案，并对其信息综合分析，从财务质量、管 

理质量、企业素质及其他因素等方面进行 

评估 ，按照其信用程度及资金情况划分等 

级，对不同资信等级的客户提供不同的商 

业信用及赊销限额。 

建立销售人员目标考核和奖惩激励机 

制，实行应收账款回收责任制，将货款回 

收指标作为销售人员工作业绩的最终考核 

指标，并与劳动报酬挂钩。 

加强存货管理 、降低存货资金占用。在 

存货管理工作中，企业要根据生产经营情 

况进行科学的决策。特别是采购物资，要 

有科学合理的采购计划，明确采购品名数 

量、进货时间、订购批次 、储存数量 ，做到 

既保证生产的正常进行，又最大限度的节 

约资金。 

把好采购关。企业在进行采购时，必 

须进行市场调查。调查的内容主要包括物 

资的质量、价格、购货地点和运输方式等 

内容 ，并建立企业物资采购信息库 ，采取 

货比三家的办法，使企业购入的存货做到 

物美价廉。降低企业的存货成本，从而提 

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对于无计划进料，造 

成积压，把 “活钱”变成 “死货”的，要追 

究有关人员的经济责任。 

做好库存物资的管理。企业对库存的物 

资要加强管理，健全各种管理制度，避免存 

货的丢失和损坏。同时要制定合理的库存定 

额，避免物资的积压和不足。企业要根据市 

场供求规律和经营的需要，灵活掌握物资的 

采购和储备数量。对市场长线物资，实行零 

库存管理 ，充分利用社会库存，减少人力、 

物力和储备场地，减少库存物资的资金占 

用，并且要积极开展修旧利废活动，及时处 

理废旧物资，把 “死钱”变成 “活钱”。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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