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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道视角下淮海集团营运资金管理优化

了资金的流动性。集团的采购量主要

是依据历史数据及采购员经验，忽略

库存，不考虑实际产能消耗，实际采

购和生产需求不匹配。同样以理论为

基础测算出的最佳经济订货量与千变

万化的市场实际不匹配，物料堆积，

营运资金被大量占用，营运成本随之

大幅增加。

三是采购模式保守。淮海集团没

有采用网络采购平台，依旧沿用原始

采购流程：从采购申请到招标、投标、

评标，从洽谈签约结算到物流配送交

割，程序复杂，周期冗长，过程效率低

下。同时，淮海集团采用“零应付”的

结算模式以追求信用优势，但忽略供

应商规模、供货量、信用等因素，实施

采购“验收入库即结算款项”的支付

方式，没有充分利用现金折扣、商业

折扣等可以降低采购成本的举措。

2.基于生产渠道视角。2014 ~ 2018

年，淮海集团生产渠道的营运资金周

转期皆在100天以上，过长的周转期

导致资金运营效率低下。

一是库存管理低效。库存式生产

渠道关系的新视角为营运资金管

理注入了新的活力，引导企业以供应

链为基础对营运资金进行管理。淮海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淮海集团）

成立于1976年，是一家集小型车辆的

研发、生产、销售以及周边产品开发

为一体的民营企业，其2014年到2018

年四大渠道的营运资金周转期如表1

所示。

一、淮海集团营运资金管理现

状分析

1.基于采购渠道视角。淮海集团

采购环节的营运资金周转期总体水平

呈下降趋势，采购渠道管理效率不断

提高，但仍存在一些问题：

一是物资质量良莠不齐。采购中

常出现吃回扣之类的谋私舞弊，不仅

浪费了资金，也导致采购物资质量参

差不齐，形成大量废品损失。另外，不

同供应商提供的产品编码、货物型号

规格、价格、质量等标准不一，集团对

其难以进行横向比较，难以实现内部

的统一标准化优势。而且淮海集团未

与供应商建立良好的战略合作关系，

无法有效保证产品质量。

二是物资积压，资金流动性降

低。淮海集团前期的供应商大多是基

于竞争关系建立起来的，供应商数量

多、体系庞大，面对纷杂的市场难以

快速锁定供应商；漫长的采购周期进

一步加大了订货变动成本和储存成

本，导致大量营运资金被占用，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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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订单式生产是企业的两种主流生产

模式，订单式生产又进一步分为推动

式与拉动式。淮海集团运用的是推动

式生产，不符合准时生产方式（零库

存）的要求，材料在不同程序之间流

转，质量控制不能实时性控制和全局

性控制，从而产生大量在产品库存，

占用大量流动资金，降低了资金周转

效率。

二是中间产品管理粗放。生产渠

道中的中间产品管理主要是对周转材

料的管理，周转材料是各种存货中流

动性最弱的项目，虽然其比重较小、

变现能力弱，但也会影响企业的营运

资金。淮海集团将周转材料划为固定

资产，违背了成本效益原则。另外，集

团通过加工中间产品而实现资金增

值，但中间产品积压增加了储备成本，

降低了资金周转效率，影响了企业偿

债能力。

三是生产管理方式落后。淮海集

团对在产品以及中间产品的管理存在

诸多问题：（1）产品工艺流程繁多，加

工程序复杂，生产周期相应延长，废

分享空间

 表1               基于渠道管理的营运资金周转期                                      单位：天

年份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采购渠道 19.78 11.29 9.72 6.37 2.84

生产渠道 148.38 183.42 121.00 107.28 101.67

营销渠道 82.52 54.82 68.68 32.64 21.77

理财渠道 86.00 86.65 137.67 143.58 78.86

数据来源：淮海集团 2014 ~ 2018 年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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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率上升，原材料耗费多，产品生产

成本增加。（2）销量大加剧产能不足，

超负荷运作使得设备故障频发，停工

率高。（3）设备缺乏维护保养，不合格

产品率较高。淮海集团旗下产品品种

繁多，原料储备相应增大，而现有管

理模式浪费较多，导致管理成本增加。

3.基于营销渠道视角。淮海集团

营销渠道营运资金周转期大体呈下降

趋势，有小幅波动。集团拥有淮海、宗

申两大主要产品，每种产品下又分为

燃油与电动两个品类，共计四条业务

线，各业务线之间相互独立，形成内

部壁垒，渠道重复建设，导致资金浪

费严重。另外，集团与各经销商之间

沟通不足，产品市场调研不到位，难

以掌握顾客需求，使得生产与计划脱

节，造成产品滞销或产品缺乏。

4.基于理财渠道视角。淮海集团

理财渠道营运资金周转期总体呈上

涨趋势，2018年由于货币资金大幅减

少，才使理财渠道营运资金周转期有

所降低。淮海集团理财渠道的资金仅

包括货币资金和利息收入，较高的营

运资金周转期表明大量货币资金闲

置，资金缺乏流动性，丧失了资金流

转带来的增值效益，资金管理效率亟

待提高。

二、淮海集团营运资金管理的

优化

1.采购渠道营运资金管理的改善。

一是建立供应商战略合作关系，

优化物资质量。为规避原材料价格上

涨、降低资金占用，淮海集团可以对

内让下属投资公司进入期货市场，对

于用量大、价格波动大的原料（钢材、

橡胶、有色金属等）进行买入卖出操

作，以抵消现货市场价格波动对产品

成本的影响；对外和供应商建立战略

合作关系，以信任为前提、以商业信

誉为支撑。同时，集团可锁定少数几

家供应商，使用“量大价优”策略，争

取最大信用额度，降低成本，既能保

证价格合理，按期交货，又能提高资

金流动性。另外，集团可以告知供应

商其生产计划，促使供应商及时提供

原料以减少存货和资金占用，双方实

现信息共享，达到双赢。

二是建立成熟的ERP体系。淮海

集团可通过建立ERP体系实现规范管

理，减少物资库存周转天数，减少库

存占用资金，节约各项费用，降低成

本，提高利润和流动资金周转率。另

外，ERP系统可以及时实现订单信息

的整合，改善公司内部管理结构，减

少部门间的工作量。

2.生产渠道营运资金管理的改善。

一是创新库存管理，改变需求动

因。为解决物流管理环节占用大量资

金的问题，集团拟使用零库存生产模

式，以SAP系统辅助进行生产，并借

助供应商采购平台打通客户关系。以

销定产、以产定货，要求供方按时如

数运送缺货，并通过推行零库存的拉

动式需求管理和引入看板管理，达到

降低在产品数量，减少资金占用的目

的。订单生产和拉动式生产相结合促

使集团提出零库存下的“即需即供” 

原则以及“N+5”模式（第一天接单、

第二天排产、第三天总装、第四天入

库、第五天发运），降低存货贬值风险。

二是优化生产流程。集团可通过

建立全员参与、全面管理、全过程控

制的“三全”成本管理理念，提出流程

优化激励方案。第一，杜绝返工，从产

品设计到流水线生产，严格把关每道

工序的质量，以按时完工。第二，科学

规划车间布局，合理设置零件、设备

等器械的位置，实现最优生产周期、

最优生产路径，提高生产效率。第三，

引入先进生产技术、小批试制、不断

优化生产工艺，减免重复工序，并严

格控制新品开发节奏。第四，定期保

养检查生产设备，以免机器故障导致

停工现象发生，进而造成库存呆滞、

物资积压。

3.营销渠道营运资金管理的改善。

一是合理设计分销渠道。渠道销

售模式主要有直销和分销两种模式。

集团应根据自身经营特点、战略目标，

选择合适的分销渠道，提高销售渠道

营运资金周转效率。同时，可对各级

经销商采用零营收模式，以减少应收

账款并规避或降低产生坏账的风险，

相应地可以给予一定价格优惠；对于

集团大客户、长期合作伙伴，由于其

信用好、价格高，集团可以承担一定

坏账风险来换取更高回报。

二是加强客户关系管理。为尽可

能提高资金流动性和服务质量，集团

应力求做到有网点的地方有服务点，

一般质量问题由经销商承包，集团给

予一定的激励政策，引导经销商改善

服务水平，满足顾客需求。同时，注重

客户关系管理，走访客户、接受反馈、

了解需求、接受意见，提升客户满意

度、忠诚度；建立含有客户基本信息、

销售记录、购买倾向、意见反馈等信

息的客户档案，通过深挖这些信息了

解市场需求，从而扩大销售、抢占市

场份额，加快营运资金周转速度。

4.理财渠道营运资金管理的改善。

淮海集团理财渠道资金主要为货币资

金及少量关联方利息收入，交易性金

融资产为零，闲置资金较多，可以将

多余资金投资于流动性较强项目，如

交易性金融资产、持有至到期投资等，

以提高货币资金的投资回报率。
（本文是甘肃省自科基金项目<17JR5RA

133>、甘肃省社科规划项目<YB066>、甘肃

省审计厅重点科研课题<SJ180703>的阶段性

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兰州理工大学 兰州财经

大学 埃维柯精密铸造<安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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