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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BA_94_E6_94_B6_E5_c42_502848.htm 应收帐款积累过多，

会影响企业财务状况和正常经营，单纯的事后催收和控制远

不能解决问题，不能清除应收帐款对企业各方面的消极影响

，同时催收和控制本身也给企业带来诸如增加费用、丧失市

场、内部失衡等新的麻烦，这就敦促经理人要创新思维，把

眼光投向事前控制。 预则立 即搞好应收帐款的计划管理。不

妨从下面三方面入手： 在年度计划中明确规定应收帐款年末

余额。 在公司中长期财务政策中，根据行业特点和公司应收

帐款的实际情况，设定一个相对积极的平均收帐期，允许每

的平均收帐期在这个指标值的上下几天浮动，并可以在年度

计划明确当年的平均收帐期。 在公司中长期财务政策中，根

据行业特点和企业流动资产的结构，设定一个应收帐款占流

动资产总额的比例，对应收帐款的总额实行弹性窑。不宜将

应收帐款的总额实行弹性控制。不宜将应收帐款与企业总资

产进行比较，因为企业固定资产、无形资产、长期投资等与

经营的关联度相对较弱，而且变化很大，使得这种比例既不

稳定又不准确地反映问题。 在搞好计划管理时，必须解决好

两个问题： ──计划的务实、严谨。计划的务实体现在设定

的指标符合实际，不能一厢情愿和想当然，各项指标是建立

在对实际情况详细深入的调查和周密预测的基础上，有充分

的事实依据和数字依据。计划的严谨是指在计划指标的设定

上要充分论证、分解。以应收帐款年末计划余额为例，在有

多家下属企业的集团公司，这一指标必须层层分解到各经营



单位，必要时应分解到业务大类乃至品种。作为时点性指标

，还应该辅以阶段性指标计划，否则，秋后算帐可能无济于

事。 ──计划的权威、严肃。 一个好的计划，必须以公司上

级或董事会的名义下发，使之体现决策层的意志，赋予较高

的权威，才可能得到完全贯彻。在我国，企业这一微观层面

的计划制订还存在一些不够严肃的地方，如一夜计划、一人

计划、打足埋伏、调整计划等等，这些现象如不另以整肃，

计划的所谓务实、严谨、科学、权威等都将成为一纸空文。

担保严肃性，还表现在计划的考核上，没有明确和量化的考

核办法，计划的执行就缺乏激励因素，其效果无疑会大打折

扣。 责任，不变的主题 事前控制突出的是预防，集中体现在

健全机制和制度约束两个方面。责任管理就是针对应收帐款

经常出现的情形，以制度的形式将债权责任明确下来，规范

有关人员的行为，实现事前控制。主要内容应有： a、明确划

分责任范围，对某一家客户在某个时段的欠款应由业务经办

人员负责，对公司全部的客户尽可能落实到个人； b、明确

规定应收帐款收回之前，责任人不得调离公司； c、明确规定

对超越权限形成应收帐款和坏帐应负的各种责任； d、明确

规定隐瞒、变更应收帐款事项应负的各种责任； e、明确规定

不按程序办事形成应收帐款和坏帐应负的各种责任； f、明确

规定责任的监督部门，防止责任管理流于形式。 合同管理岂

可疏？ 合同之所以成为控制经营风险的手段之一，就在于它

依照合同法以文字的形式明确规定买卖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

，并受到法律保护。唯其如此，对合同的管理就应该更加慎

重、更加完善。 从应收帐款事前控制的角度看，合同管理应

该强调以下几项重要内容： a、公司除现金收入之外的供货业



务都应签订合同； b、公司主要的供货业务应使用统一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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