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inance & Accounting

财务与会计·2020 1676 

面对新冠疫情对经济的冲击，作

为企业管理核心的财务管理，如何在

应对疫情影响中发挥应有作用是摆

在财务人员面前的重大课题。为此，

财务人员要合理利用国家税收优惠

政策和政府的信贷支持，科学决策，

综合施策，切实防范和化解财务风

险，助力企业健康稳定发展。

一、广开融资渠道，优化融资

结构

（一）用好支持政策，拓展融资

渠道

针对疫情期间企业融资难的问

题，中央及地方政府纷纷出台新政。

为缓解疫情造成的资金压力，企业必

须用好有关政策，积极向金融机构融

资。一是要加强与金融机构的业务

对接，申请贷款展期或续贷，以便获

得新的贷款支持，用足自己的贷款额

度。二是要用好“税银互动”政策，将

纳税信用转换为融资信用。同时，企

业应通过良好的纳税数据、纳税行为

维持好自身信用，打造诚信品牌，获

得纳税信用。三是要与金融机构建立

稳定、可信赖的合作关系，保持融资

渠道畅通，确保足够融资能力以应对

资金风险。

除银行贷款外，企业还应采取其

他有效融资方式，拓宽融资渠道。一

是贴现。企业可利用应收账款质押贷

款、应收票据贴现和应收账款保理等

金融工具，将企业应收账款或者应收

票据进行贴现，以获取资金。二是供

应链融资。企业可通过与银行、上下

游企业达成协议，建立供应链融资新

体系，打造灵活高效的金融产品，防

范化解财务风险。

（二）优化融资结构，合理确定融

资计划

疫情期间债务融资所带来的还

本付息压力对多数企业来说空前巨

大，产生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现存

融资结构缺乏抗风险能力。基于此，

财务人员应综合疫情影响、企业战略

等多种因素，确定合理的融资结构，

既要降低融资成本更要防范财务风

险。除此以外，还应增加权益融资、

减少负债融资，通过债转股、短期负

债展期等方式优化融资结构。具备债

券融资条件的企业，可发行可转换债

券，或者尽可能发行三至五年期的债

券，使企业具有较为稳定的运营资

金。同时，企业还应避免疫情下的盲

目融资，防止被缺乏科学论证的项目

拖垮、压垮。

二、加强投资决策管理，调整

投资计划

（一）充分论证，科学制定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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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

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和投

资决策程序是保证投资效率和效果

的基础。疫情属于突发事件，由此导

致的直接或者间接影响对已有投资

决策项目和新上投资项目都是巨大

的。企业应对投资项目进行分类管

理，按照尚未确定投资方案项目、虽

有投资方案但尚未开工项目、在建投

资项目、已完工投资项目等进行分类

评估，并作出优化调整策略。对于尚

未确定投资方案项目，应全面权衡风

险与收益的关系，尤其要考虑疫情的

影响，注意控制来自国内外市场尤其

是国际化经营的风险，尽量选择预期

收益稳定型项目。对于虽有投资方案

但尚未开工项目，应考虑疫情的影

响，对投资项目风险和收益进行重新

评估，重新进行可行性论证，并据以

调整原有投资方案。对于在建投资项

目，要对其未来的要素市场和产品市

场做出科学预测，在机器设备入厂安

装之前需要且能够调整生产线的，积

极寻求生产线优化方案，以应对疫情

对企业近中期生产经营所产生的影

响，尤其是要考虑疫情可能导致的要

素市场和产品市场的结构性变化。对

于已完工投资项目，应对产品结构做

出优化，以生产适销对路产品。

（二）调整投资计划，控制对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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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

考虑到疫情的冲击，企业需要更

加谨慎地决策投资项目，重新评估企

业直接投资或者证券市场投资计划，

并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合理调整投资

计划，采取适度紧缩型的投资政策，

暂停面临不确定性因素多、投资风险

大的项目。此外，受疫情影响，短期

内经济增长放缓已成定局，股市存在

下行风险，企业应顺势而为 ：将闲置

资金用于低风险的国债逆回购、大额

存单等避险类产品 ；坚守现金为主的

财务管理理念，审慎进行大规模的资

本市场投资、收购和拓展业务 ；对于

规模较大的直接投资应及时调整投资

区域结构，规避投资风险。

三、强化营运资金管理，提高

资金效益

（一）加强应收账款和存货管理，

降低营运成本

对于金额较小、账期较短的应收

账款，企业应及时催收 ；对于账龄较

长、超出合同收款日的应收账款，应

及时评估客户的偿债能力和资金风

险，将收款责任落实到人 ；对于账龄

过长的款项，应查明原因，加大督促

催收力度，必要时可通过法律诉讼回

收货款。除此以外，企业复产复工之

后，还应根据疫情进一步调整完善应

收账款管理政策，加强客户信用管理，

加大收现力度，严格控制应收账款时

间和规模，缓解企业的现金压力。

在存货管理方面，企业应审时度

势，按照新的时空观建立和优化基于

市场导向的存货管理政策，对接市场

供求，规划好企业原材料、产品库存

的规模和周期，提升物流效率，降低

库存成本。同时，企业应考虑疫情因

素，最大限度地实施“零库存”管理。

对于确实难以做到“零库存”的，应

实 施 更 加 精 准 的 ABC 分 类 管 理 法，

针对不同类别的存货进行区别管理。

此外，强化系统设计，完善内部体制

机制，有效对接供货商和客户，通过

加强供应链管理降低存货成本，提高

经济效益。

（二）控制成本费用，降低制度性

成本

调 整 财 务 战 略，适 度 采 取 收 缩

性、防御性的财务战略是企业应对疫

情的一项重要选择。自疫情爆发以

来，为降低企业制度性成本，中央和

地方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企业应

抓住国家政策红利契机，积极与政

府或相关部门沟通，用足用好国家政

策，降低企业制度性成本。同时，企

业还要有长期过紧日子的思想准备，

减少现金流出并增加现金流入。一方

面要加强对成本费用支出的控制，重

新评估企业“标准成本”，压缩行政

性开支等各项管理费用，控制利息费

用，利用好国家税收、信贷等优惠政

策，合理减少纳税支出 ；另一方面要

做好“量本利”分析，精准确定产品

盈亏平衡点，科学制定产品产量计

划，降低成本，提升效益。

四、化危为机，加快企业财务

管理转型

（一）以技术变革助推财务管理

转型

一方面，企业应加大智能采集、

智能识别等先进技术手段的运用，进

一步提高智能化、信息化水平，尽快

建立完善企业与税务机关、集团公司

或者子公司的互通、共享平台。另一

方面，企业内部则应建立健全财务共

享服务中心，加快推进业财融合，提

升管理效率。尤其在当前，应在预算

管理、内部控制、绩效考核、税务筹

划、成本控制、财务分析等方面加快

数字化、智能化、自动化、信息化建

设步伐 ；切实提升财务共享服务中

心效能，建立基于大数据技术的统一

财务管理制度和标准化财务流程，不

断提高财务数据收集、分析、处理等

的准确性和有用性等。

（二）以高素质财务队伍支撑财

务管理转型

财务管理转型的实现，需要一支

高素质的财务队伍。高素质的财务队

伍需要具备以下技能 ：“财务 +”的

跨学科知识结构和操作技能 ；掌控

生产经营全局的洞察力和运筹力 ；

互联网下的数据收集和分析能力 ；

跨部门、跨业务的沟通和协调能力 ；

参与决策和影响决策的能力等。

诚然，财务管理转型单单依靠财

务人员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

企业管理层财务管理意识的强化和

对转型工作的积极支持。基于此，企

业管理层要强化“财务管理是企业管

理核心”的理念，准确把握财务管理

转型方向、目标和关键步骤与方法，

将财务管理转型纳入企业战略转型、

企业运营模式转型和企业管理转型

的总体框架之中，以协同实现企业价

值创造目标。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 金重点项目

<18AJL00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山东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责任编辑 刘黎静

主要参考文献

[1] 綦好东，刘浩，朱炜. 过度负

债企业“去杠杆”绩效研究 [J].会计

研究，2018，（12）：3-11. 

[2]朱武祥 , 张平,李鹏飞 , 王子

阳.疫情冲击下中小微企业困境与政

策效率提升—— 基于两次全国问卷

调查的分析 [J].管理世界，2020，36

（4）：13-26.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财会审论坛
	疫情之下的企业财务管理对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