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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入其他综合收益，不对利润数据产

生影响。而当业绩不佳时，公司可通

过将前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利得转

出，计入利润表。这种模式给上市券

商提供了一种盈余管理的工具。而在

新金融工具准则下，由于分类条件较

为严格，仅少数符合条件的债务工具

可分类为FVOCI，极大地压缩了上市

券商利用金融工具分类进行盈余管理

的空间。大量前期分类为FVOCI的金

融工具转而划入FVPL类型中，公允

价值变动均体现在利润表中，公司利

润数据的波动加剧。

3.信用减值模型的影响较小。引

入的信用减值模型扩大了需进行减值

计提的金融资产范围，并且兼顾了前

瞻性信息，按照逻辑不难推测出其会

削减部分公司利润。但笔者在对2019

年1月1日转换新金融工具准则的22

家上市券商的数据进行统计后发现，

在准则转换时点，新减值模型对买入

返售金融资产及融出资金的影响金额

占资产原值比例均极小。这可能是在

原准则下各上市券商对金融工具的减

值计提较为充分导致的。   
（作者单位：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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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建筑类央企“两金”压降的一点思考

同比增长6.7%，其中建筑行业增幅超

过10%，严重影响了资金周转。所以，

从2018年开始，国资委提出了“军工、

石油石化、建筑、房地产等行业企业

剔除特殊因素后力争实现‘两金’规

模零增长；其他行业‘两金’增幅低

于营业收入增幅，1年以上应收账款

和非正常存货零增长”的目标。

二、建筑业“两金”增幅的原因

建筑业处于产业链的下游，门槛

低，属于劳务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叠

加的行业。在收款端与业主（建设单

位）的话语权较低，但在付款端的义

务很多是需要刚性兑付的，如农民工

工资、民营企业欠款等。

1.规模增长引起“两金”上涨。随

着经济下行压力的增大，稳增长是包

括建筑业在内的央企的政治责任。营

业收入增长的前提是新签合同额的持

续增长转化而来的，但建设单位对建

筑业的计价拨款并非100%，需要按照

施工合同的约定达到一定条件才能进

大型建筑类央企的组织结构复

杂、内部法人单位多、管理层级长，

“两金”规模不断攀升，在造成资产周

转率下降的同时，推高了企业资产负

债率，成为影响建筑业高质量经济运

行的羁绊。笔者拟从分析影响建筑行

业“两金”规模的因素入手，围绕源头

控制、过程监管、收尾清算三个环节

提出“两金”压降的具体建议。

一、建筑行业的“两金”内涵

国资委提出的“两金”主要包括存

货和各类应收款项。具体到建筑企业，

应涵盖财务报表应收款项下的应收工

程结算款、质量保证金、各类投标保

证金、预留金等，以及存货中正常为

施工所储备的原材料、备品备件、尚

未完成验工计价的已投入生产要素成

本、房地产土地储备和已销售未结转

的商品房存货等。根据国资委统计数

据，2018年第1季度中央企业“两金”

净额9.8万亿元，同比增长7.5%。剔除

特殊因素后，“两金”净额6.7万亿元，

万利■

行验工计价，之后按照验工计价的一

定比率拨付工程款，还需扣除质量保

证金等因素。规模的增长带来“两金”

的刚性上涨。

2.建筑市场的不规范推高“两金”

余额。建筑市场“僧多粥少”的现状造

成不规范竞争，中标条件越来越苛刻，

大额投标保证金、履约保证金越推越

高。国家规定质量保证金降为3%，但

很大一部分工程项目依然按5%扣除，

同时预留审计保证金、奖励基金等各

种名目的预留金。房建项目的垫付资

金更大，一般付款条件为70%左右，

有的项目需要从6层以后甚至垫资施

工至项目封顶才开始验工拨款。建设

单位付款的诚信度大打折扣，与付款

端的刚性兑付给施工企业带来的双重

压力，是“两金”居高不下的重要因素

之一。

3.建筑企业内部考核体系不完善

导致“两金”高位。新签合同、营业收

入、净利润等主要经济指标是建筑企

业绩效考核的主要内容，而新签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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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实现营业收入和净利润的基础，

其质量直接决定企业经济运行的质

量。而内部绩效考核的对象是不同主

体，造成经营主体为取得“良好”的经

营业绩、完成考核目标“饥不择食”，

导致工程项目的毛利率降低、计价付

款条件苛刻，个别项目甚至亏损。生

产主体在施工过程中虽然千方百计挖

潜增效，但先天不足、后天难补，建设

单位的计价拨款根本无法弥补直接成

本的支出，导致“两金”持续高位运行。

 4.工程项目潜亏使“两金”难以

下降。工程项目的合同工期一般在3

年左右，从投标至项目竣工移交、价

款结算时间会更长。施工过程材料价

格的变动对项目盈亏产生重大影响。

经营管理层为完成年度经营目标，将

实际发生成本与业主计量之差，在财

务报表存货项下反映，该部分“存货”

实际上是企业的亏损，属于非正常存

货，很难从“两金”中压降。

三、建筑业压降“两金”的建议

要把“两金”管控从施工过程向经

营端转移、向后期收尾端延伸，形成

工程项目从经营承揽到收尾清算的全

过程系统管控，方能形成“两金”压降

的闭环管理，促进建筑企业步入高质

量发展的良性轨道。

1.承揽“含金量”高的工程项目是

“两金”压降的基础。工程项目的好坏

应从两个维度去判断：一是降造少、利

润率高；二是验工计价及时、合同付

款条件高。能同时具备这两个条件的

项目很少，作为建筑施工企业选择工

程项目的标准至少要满足其中一个条

件，否则就会造成“两金”增加，影响

企业的经济运行质量。所以，加强投

标过程的源头控制，划定营销底线，

严格信用管理，约定逾期责任是降“两

金”的基础。特别是近年来投资、垫资

项目较多，对于付款条件差的项目，

一定要守住利润这条底线。具有超额

利润的工程项目，即使过程付款条件

差，企业也可通过使用金融工具付出

一定的资金成本，实现过程融资，这

样既可顺利完成项目建设，又可赚取

目标利润，同时实现稳增长的目标。

2.抓好施工过程控制是“两金”压

降的关键。施工过程是合同履约的过

程，也是与建设单位沟通的关键环节。

首先，建筑施工企业要控制好施工的

安全、质量、进度等节点目标，用自己

的诚信换取建设单位诚信履约，按合

同约定及时计价、拨款。其次，法人单

位要将清收清欠、降“两金”的压力传

递到项目管理层，因为项目管理层才

是真正的合同履约主体，是企业与建

设单位对接的“前沿阵地”。第三，在

整个项目履约风险可控的前提下，要

把控好施工节奏，减少材料库存，按

照《企业会计准则》要求统筹谋划财

务决算指标，使“两金”规模保持在合

理水平。

3.做好收尾清算是“两金”压降的

保障。收尾清算是建筑施工企业工程

项目建造过程的末端工作环节，也是

施工利润变现的关键时期。抓好收尾

阶段的竣工决算工作是从根本上降低

“两金”占用的途径。建筑施工企业要

确定主要项目管理人员，根据施工合

同的约定，做好详实的资料准备，积

极协调建设单位办理竣工决算手续。

同时，设定结算目标和期限，并与项

目管理团队的绩效考核挂钩，确保高

效完成，实现项目“两金”清零。

4.金融工具运用是压降“两金”的

重要手段。基于建筑产品的特性，在

合同履约过程中很难做到建造投入与

验工计价同步、计价与拨款同步，同

时建设单位的资金到位率也影响施工

单位的履约。因此，对于一些降造少、

利润率高但付款条件差的工程项目，

在成本合理、风险可控的原则下，可

通过应收款保理、资产证券化、供应

链金融等手段，打通上下游企业的产

业链条，合理设计产品期限，匹配合

同付款条件，这样既能保证施工生产

的顺利进行，又能降低“两金”占用余

额。同时，加大与建设单位的沟通力

度，通过保函置换到期保证金实现应

收款项的资金回流。

5.谨慎拿地，做好房地产库存去

化工作。大型建筑类央企为延长产业

链条，一般会设立房地产开发企业，

从事房屋建筑施工的上游开发业务。

房地产“两金”的快速增长是建筑企

业“两金”高企的重要因素。建筑企业

要结合自身战略方向，聚焦主业，科

学规划房地产业务的发展，充分考虑

企业的财务资源，谨慎拿地，合理控

制资源投入，严防快速扩张带来的经

营风险。同时，要认真分析房地产“两

金”的结构，对滞销的“顽固”库存采

取折价转让等盘活方案，加快房地产

存货去化。
（作者单位：中铁十四局集团财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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