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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企业资金管理模式浅析
宋加泽  汪渝■

（一）全生命周期的资金计划管理

1.基建期资金计划管理。电力企业

属于资金密集型行业，基建投资巨大，

总投资的80%需要通过银行贷款资金归

还，项目贷款的还本付息是电力企业进

入经营期以后主要的资金支出项目。因

此，在基建贷款时就需做好项目的还本

资金安排，避免经营期的还款压力。

基建期借款要根据工程施工进度安

排，还款金额和时间要根据项目经营期

的资金收支情况安排，原则上经营期项

目贷款还本金额一般不超过当年的资产

折旧与经营亏损之差，确保有可靠的现

金积累保证项目还款。目前银行发放的

项目贷款一般不超过15年，而部分电力

项目的综合折旧年限远大于15年，这就

造成部分项目贷款的还本资金需通过新

增流动贷款资金来补充，短贷长用。这

种情况下，应尽量在企业投产后的10年

间严格控制还本额度，投产10年后逐渐

增加还本金额，给后期贷款调整留出时

间余度。

2.经营期内年度资金计划管理。企

业进入正常生产经营期后，每年须定期

滚动编制年度资金收支预测表，主要是

根据最新情况修正企业的主要年度生产

经营指标，预测企业的年度现金收支情

况。其中，近1年的资金计划须据实考

虑其经营状况及资本性支出对企业现金

流的影响，远期年份可立足目前情况综

合测算。

这样做的目的是排查企业在还贷期

间内是否存在不能到期还本或资金大量

积压的年份，以便根据金额和时间跨度

提前调整贷款结构和品种，一般通过长

期贷款资金安排来保持资金在经营期间

内的总体平衡。

3.年度内分月资金计划管理。当年

生产经营计划和财务预算确定后，财务

部需根据各部门编制的月度生产经营计

划编制年度内分月资金计划。年度分月

资金计划应细化到具体日，测算本年资

金日收支存情况，不仅要关注月度间的

资金平衡情况，还要关注月度内的资金

日平衡情况，通过提前调整部分资金收

支项目的时间安排来尽量减少资金余缺

分布。若资金收支项目不能完全调剂，

则应提前考虑短期流动资金的介入安

排，保证资金的平稳有序支用。

4.月度资金计划管理。由于当月发

电量等收入已经基本可以确定，下月资

金流入即可确定，因此在每月28日前，

财务部牵头编制下一月的月度资金计

划。同时要求各业务部门报送下月资金

需求计划，财务部门汇总编制月度资金

收支计划需求表。一般来讲，资金收支

需求计划难以刚好自我匹配，财务部门

需进行统筹平衡，按照量入为出原则和

轻重缓急顺序来制定资金支出计划，与

业务部门充分沟通后，上报公司资金管

理委员会审议，审批通过后严格执行。

财务部还应将收支计划执行的偏差率纳

入对各部门的考核范围内。

5.资金日余额控制。资金计划管理

目的是提前做好资金的计划安排，杜绝

资金风险的同时降低电力企业的资金

时间性余缺峰值，防止资金冗余，提高

资金使用效率。 “资金日余额”是衡量

财务部资金管理水平的指标，该指标通

过账务系统自动取数计算，由其他部门

核查。需将该指标纳入对财务部的月度

考核范围。在进行资金日余额控制时要

避免为降低资金余额而提前支付款项

的情况。当资金富余时，应该提前偿还

贷款。

（二）外部融资工具的配合使用

1.无条件提前还款权。电力企业在

与银行进行融资商谈时，需要善于利用

自身优势争取有利的融资条件。可以相

对保守安排还款时间和金额，确保按期

归还银行贷款，避免出现的逾期还款情

况。同时须保留无条件提前还款权，即

在贷款合同中的约定公司提前归还贷

款，当公司提交提前还款申请时，银行

须无条件同意且不能收取其他任何成本

费用。这样，一旦资金出现富余，就可通

过提前归还银行贷款来降低资金余额，

节约财务费用。

2.使用“循环贷款”等新融资工具。

循环贷款是指企业为了融资方便，向商

业银行申请一个最高贷款额度并签订附

属的最高额借款合同。在这个最高额度

限制下并在合同有效期内，企业根据资

金需要可随时申请银行放款，在资金富

余时随时还款，在归还部分借款后还可

以重复使用相应的额度，不需要逐次逐

笔另行审批，简化了银行贷款的支用申

请及还款审批过程，提高了企业的融资

效率。使用“循环贷款”时需关注银行资

金信贷形势变化。当然，资金紧张时银

行也会要求对“循环贷款”的放款和还

款要求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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