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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下的三大财务管理理念
马永强（全国会计领军后备人才）西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一、控制风险与把握机遇要兼顾

风险与机遇并存似乎是老生常谈，但关键的问题是，你要知道在特定的环

境下，风险究竟有哪些，哪些你可以控制；机遇在哪里，你能把握住多少。从风险

看，金融危机给企业带来了两种冲击和对应的两种风险后果：一是融资市场冲击，

导致现金流短缺。二是产品市场冲击，导致盈利下降。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应该清

楚两点，第一，如果说常态环境下企业财务管理更多的是对风险和收益的有效权

衡，那么在金融危机下，控制风险将成为企业管理的首要任务；第二，对于很多

企业，特别是对那些经营困难甚至面临破产的企业，金融危机下现金流短缺的风

险比盈利下降带来的风险往往更致命。
“幸福的家庭总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对于企业而言，则可

能相反：死去的企业总是相似的（现金短缺而死），活着的企业各有各的活路（或

靠资源、或靠技术、或靠管理，等等）。同样，金融危机下，对于不同的企业而言，

风险几乎都是相似的，但机遇会千差万别。有些企业可以趁机提高自己的市场占

有率——只要产品销售下降幅度低于竞争对手就可能实现；有些企业可以比平时

更容易招聘到优秀员工——金融危机中不少“海龟”回国应聘就是一个例证；有

些企业可以用比平时低得多的价格兼并竞争对手；等等。总之，金融危机下，产品

市场、人才市场、并购市场乃至融资市场都可能存在难得的机遇。

每一次大的危机之后，总

有一些企业会“以身殉职”，

但也总有一些企业能“逃过

一劫”，甚至能“脱胎换骨”，

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始

于2008年的金融危机近来

不但阴霾不散，而且不少

专家甚至担心欧美经济会

出现二次探底，进而拖累
全球经济。那么.在金融危

机冲击下，为什么不同的

企业会有不同的命运？笔

者认为，与常态环境相比，

金融危机下的企业应秉承

如下财务管理理念。

二、“风险缓冲”与“风险应对”应并举

物理学中，当一个物体受到外部冲击时，其所受损害大小取决于两个主要因素，一是外部冲击力的大小；二是该
物体的缓冲能力或者弹性大小。对于缓冲能力，一个典型的例子是，5.12汶川地震中，距都江堰仅有几十公里的成都

受损很小，原因在于其鹅卵石组成的地下地质结构起到了很好的“缓冲”效果。那么，当受到外部金融冲击时，什么样

的企业具有更强的缓冲能力？财务学原理中，当企业受到外部产品市场冲击（即产品市场萎缩）时，固定成本费用越高
（即经营杠杆和财务杠杆越高）的企业，利润下降幅度越大，即缓冲能力越小。推而广之，一个企业中“固定”的东

西越多，当外部环境恶化时，企业就越难进行相应的自我调整，即固定的东西往往会降低企业的缓冲能力。如果说金
融危机下现金流短缺风险更致命，那么企业现金支出中固定现金支出比例越高的企业，当外部融资市场紧缩时，其缓

冲能力越差，现金流短缺程度上升越快，风险越大。

风险缓冲往往取决于企业自身的基本特质（如资产结构、资本结构、成本费用结构、现金支出结构等），短期内

难以进行大的调整，因而更多的是一种被动适应的过程。风险应对则是指主动采取措施减少外部冲击、改变内部经

营策略来提高抗风险能力。风险应对的措施有很多，如改变营销模式、调整产品结构、提高管理水平甚至转变经营方

向，等等。不同企业可以采取的风险应对措施会有明显差异。

三、“现金为王”与“市场至上”须并重
“现金为王”是财务管理的重要信条，在金融危机冲击、企业风险骤增的背景下尤为重要。与此同时，市场经济

中，“市场至上”又是任何企业经营应遵循的核心理念，企业要度过危机，特别是在危机后能持续发展，都需要对危

机中的市场变化及其未来趋势进行合理判断，并采取相应策略和措施进行把握和应对。可以说，“现金为王”是企业

度过危机的基本前提，而“市场至上”则是企业取得长远发展的关键和核心，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另一方面，

金融危机中，要实现上述两种理念显然更为困难：股票市场下跌、银行信用和商业信用紧缩可能会使企业现金流短

缺严重，而市场恶化和剧变也使得企业对市场的预测和把握难上加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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