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必有一定的差异，但我们可以将其作为一个参考，再辅

以经验估计或其他模式综合进行修正调整，尽可能与

实际相符。

四、随机模式

对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大多数企业来讲，其货币

资金流入和流出是不稳定的，而且一定时期内货币资

金需求量也是难以明确知道的。为此，我们引入了一

种适用范围更广的货币资金最佳持有量的确定模式

——随机模式，它由米勒和奥尔设计，因此，又称为米

勒——奥尔模型。
在随机模式中，假设每日货币资金净额（货币资金

流入量 -流出量）分布接近正态分布。每日货币资金

变化是随机的。设有控制上限 H 和控制下限 L，最佳

货币资金余额为 Z。其操作原理如图 4所示：

图4  随机模式中的货币资金余额

当货币资金余额达到上限 H 时，图中 A 点，那么企

业就有（H - Z）数量的富余货币资金，可用其购进（H -
Z）数量的有价证券，使货币资金余额保持在最佳水平 Z

处；同样，当货币资金持有量达到 L下限时，如图中 B

点，企业出现（Z - L）数量不足的货币资金，这时企业就

出售（Z - L）数量的有价证券，以达到 Z水平；而货币资

金余额在 H 与 L之间波动是属于正常的。
这里，下限 L是根据企业对货币资金出现短期风

险的承受能力来确定的。即与借款能力与货币资金短

缺的后果有关，也就是要求企业持有的最低货币资金

量或称为安全存量，一般说来它可以大于零 ，也可以等

于零。Z 和 H 用随机模式确定，其计算公式为：

式中：Z—最佳货币资金余额

H—控制上限

L—控制下限

F—每次转换有价证券的固定交易费用

K—以每日为基础计算的持有货币资金的资金成

本率

σ2——每日货币资金流入与流出的方差。
从以上可以看出，随机模式公式比较复杂，需用资

料也较多，只有实行会计电算化的企业采用该模式才

比较方便，计算结果也比较符合实际。但是，在运用随

机模式时还应注意以下几点：①Z 并不是处于 H 与 L

的正中，通常它偏靠下限；②Z 随公式中 F 和σ2 的增

加，它的范围也在增加；③Z 随公式中 K 的上升而下

降；④该模式仅适用于只有一种短期投资有价证券的

货币资金来源方案的企业；⑤在实际工作中要对据历

史数据而计算出来的 H、Z值加以修正，修正为符合预

算期情况的 H、Z值。
以上几种模式为企业确定最佳货币资金余额提供

了几种方法，企业应根据其实际情况，选用不同的计算

模式，然后根据经验和预算期情况进行调整，使确定的

货币资金最佳持有量尽可能地符合企业的实际情况。
责任编辑  刘志新

简讯简 讯

为推动会计电算化事业健康发展，指导和规范基

层单位的会计电算化工作，财政部会计司编写了《基层

单位会计电算化》一书。该书以财政部发布的《会计电

算化工作规范》为依据，介绍了《会计电算化工作规范》
所涉及到的开展会计电算化的意义和原则，对基层单

位在开展电算化工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作了具体的论

述、讲解和说明，可作为对单位领导、总会计师和财会

部门负责人进行会计电算化培训的教材，也可作为广

大会计人员了解会计电算化工作全过程的普及读物。
该书已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欲购者请与经济科学

出版社联系（010—62568481）。
（本刊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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