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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centralized fund management model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centralized fund model”) has been widely 
applied in many state-owned enterprises. Especially in large central and local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he centralized fund 
management model is considered an important means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fund utilization, reduce fund management 
costs, minimize financial risks, and optimize resource allocation. However, although this model has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in 
practice, it still faces problems such as lagging informatization level, insufficient flexibility in fund scheduling, and poor internal 
cooperation. This paper starts from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fund management i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explores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 centralized fund management model, analyzes the innovative path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and proposes specific 
measures to improve the existing model, in order to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the innovation of fund 
management i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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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资金集中管理模式（以下简称“资金集中模式”）在许多国有企业中得到了广泛应用。特别是在大型央企和地方
国有企业中，资金集中管理模式被认为是提升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资金管理成本、减少财务风险和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手
段。然而，尽管这一模式在实践中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仍然面临着信息化水平滞后、资金调度灵活性不足、内部协作不畅
等问题。论文从国有企业资金管理现状出发，探讨了资金集中管理模式的优势与不足，分析了在新形势下的创新路径，提
出了改进现有模式的具体措施，以期为国有企业的资金管理创新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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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国有企业作为中国经济的重要支柱，其资金管理水平

直接影响着企业的运营效率和市场竞争力。传统的资金管理

模式下，国有企业通常依赖分散式管理，各部门、各子公司

独立管理资金，容易造成资金浪费、资金流动不畅以及风险

难以控制。为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抗风险能力，资金集中

管理模式逐渐成为国有企业资金管理的主流。资金集中管理

模式通过将企业内部的资金进行集中调度和管理，确保资金

能够在集团内部高效流转、合理配置。这种模式不仅可以提

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资金成本，还能有效规避企业在资金

流动中可能面临的风险。但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和技术的进

步，现有的资金集中管理模式也暴露出了一些不足。如何在

新的经济形势下进行创新，推动国有企业资金管理的转型，

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2 国有企业资金集中管理模式的现状与问题

2.1 资金集中管理的现状
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和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越来越

多的国有企业，尤其是大型央企和地方国有企业，开始实施

资金集中管理模式。资金集中管理模式通过设立统一的集中

账户、实现资金的集中调度和统一管理，优化了企业的资金

流动机制。这种模式有助于消除资金分散管理带来的低效与

不规范，提升了资金的使用效率和资金安全性。在实施资金

集中管理的过程中，许多企业通过设立内部银行、财务公司

等形式来集中管理和调配企业的各项资金。通过内部银行的

资金池，企业能够灵活调度和合理配置集团内部各子公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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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避免了资金的闲置和滞留，提高了资金的周转速度。

例如，一些大型央企通过建立内部财务公司，向子公司提供

统一的资金调度和融资服务，不仅使得资金流转更为顺畅，

而且可以通过集中采购等方式降低融资成本。

资金集中管理模式带来了显著的效益，但实施过程中

仍面临一些挑战。在资金管理的具体操作中，部分企业仍然

依赖传统的资金管理手段，信息化建设尚未全面普及，导致

部分资金流动不够透明，资金的调度与管理效率不高。因此，

如何提升资金集中管理的灵活性和信息化水平，成为当前许

多国有企业面临的课题。

2.2 资金集中管理的优势
资金集中管理模式的实施显著提高了企业资金的使用

效率、降低了资金成本，并有效减少了企业的财务风险。

首先，资金集中管理使得企业内部的资金调度更加灵

活，避免了不同部门和子公司资金的闲置或滞留。通过将资

金集中到一个统一的平台或账户，企业能够实时了解集团内

部的资金状况，从而更精准地调配资金资源。相比分散式管

理，资金集中管理能够大大提高资金的周转速度，减少资金

的闲置时间，进而提升了资金使用效率。

其次，资金集中管理模式有助于企业降低融资成本。

在传统的分散管理模式下，各个子公司可能面临较高的融资

成本，而资金集中管理模式则能够通过集中管理和调度资

金，减少资金的浪费和冗余支出。此外，资金集中管理还能

够增强企业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议价能力，提高融资的灵活

性和优惠条件。尤其在企业进行大规模融资时，集中管理的

资金池使得企业能够更高效地满足资金需求，减少融资过程

中的摩擦成本。

最后，资金集中管理有效降低了企业的财务风险。通

过集中管理，企业能够全面掌握各部门、子公司资金的流动

情况，及时发现潜在的财务问题。资金集中管理不仅提高了

资金流动的透明度，还能通过集中监控和分析数据，及时预

警和应对资金风险。例如，在突发的市场变化或者资金短缺

时，企业可以通过资金调度系统迅速调动资金，保证企业的

资金安全性和运营稳定性 [1]。

2.3 资金集中管理存在的问题
尽管资金集中管理模式具有多方面的优势，但在具体

实施过程中，许多国有企业仍面临着信息化水平滞后、资金

调度灵活性不足、内部协作不畅等问题。首先，信息化建设

滞后是资金集中管理模式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尽管许多企

业已经尝试采用信息化手段进行资金集中管理，但由于信息

化水平的不均衡，很多企业的资金管理系统仍然存在数据不

准确、处理不及时的问题。部分企业的资金管理系统仍然依

赖人工操作，缺乏实时数据更新和智能决策支持，导致资金

调度的透明度不足和效率较低。其次，资金集中管理模式下，

资金调度的灵活性不足，尤其在面对复杂的市场环境和突发

的资金需求时，企业往往无法快速响应。在传统的资金集中

管理模式下，企业的资金调度通常依赖于手动操作和审批流

程，缺乏高效、灵活的资金调度机制。在市场波动剧烈或急

需资金周转时，企业可能无法及时调动资金，导致经营活动

受到限制，影响了资金的使用效率和企业的应急响应能力。

最后，尽管资金集中管理能够实现资金的集中调配，但如果

企业内部各部门之间的协作不够紧密，资金的高效配置和使

用仍然会受到影响 [2]。

3 资金集中管理模式的创新路径

3.1 推进数字化转型
在当今信息化时代，数字化转型已成为提升企业管理

水平、增强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对于国有企业而言，推进资

金集中管理模式的数字化转型，不仅是提升资金管理透明度

和效率的关键，更是确保资金安全、降低财务风险的基础。

数字化转型的核心在于通过信息技术的应用，提升资金管理

的实时性、精准性和智能化水平，使得企业能够更加高效、

灵活地应对日常运营和市场变化。

国有企业应加大对资金管理信息系统的投资，尤其是

引入先进的 ERP（企业资源计划）系统、财务管理软件、

大数据分析平台等工具。这些技术的引入能够实现对资金流

动的实时监控和分析，从而提高资金调度的透明度，减少人

为错误或遗漏。通过这些系统，企业能够全面掌握资金的来

源、用途和流向，确保资金的高效使用，避免资金的闲置、

浪费或滞留。在资金管理的数字化过程中，企业可以将所有

资金信息集中到一个统一的系统平台，减少了传统人工审核

和手动输入的复杂性，同时提高了资金流转的速度和准确

性。此外，数字化转型还能够帮助企业在资金风险控制方面

做出更精确的预测与决策。通过大数据分析，企业能够及时

发现资金使用中的潜在风险，制定合理的风险应对策略。通

过对历史数据的回溯与分析，企业可以预测未来资金的需求

和流动趋势，从而提前做好资金安排。这种预测功能使得资

金管理不仅仅是对当前状况的反应，更能够提前布局，优化

资金的调配和使用，防范资金紧张或滞留等风险。借助现代

信息技术，企业能够在资金流动中实现实时监控，并通过数

据分析发现资金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从而在最短的时间内做

出调整和优化。

3.2 加强资金调度的灵活性
在资金调度灵活性方面，未来国有企业应积极探索引

入智能化资金管理工具，如基于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AI）

和机器学习技术的资金调度系统。这些智能化工具可以实时

监控企业内部资金的流动情况，通过对资金需求的预测和资

金剩余的自动分析，优化资金的调度流程。通过大数据分析，

企业可以准确掌握各部门、子公司和市场环境对资金的需

求，并根据这些需求进行精确调配。与传统的人工审批流程

相比，智能化资金调度系统能够大幅提高响应速度，及时调

动资金满足各项需求，特别是在资金短缺或紧急资金需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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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智能系统可以自动优先调度资金，确保资金流动的

高效和顺畅。

在实施资金集中管理时，企业应增强各部门之间的信

息共享与协作。资金调度不仅是总部的责任，子公司、业务

部门也需要及时反馈资金使用情况和资金需求。通过智能化

资金调度系统，企业能够在不同层级之间建立起快速、透明

的资金沟通机制，确保资金调度的顺畅和灵活。此外，企业

还可以通过资金池的方式将集团内部的资金进行集中管理，

在资金紧张时，可以通过集中调度，快速满足各子公司和业

务单位的资金需求，提高整体资金使用的灵活性和效率。

3.3 优化资金集中管理的组织结构
第一，企业应建立更加高效的内部协调机制，强化总

部与各子公司、各业务部门之间的沟通与协作。资金集中管

理模式要求总部能够实时掌握集团内部各子公司的资金需

求和使用情况，并根据实际需要合理调配资金。然而，在实

际操作中，由于信息流通不畅或各部门之间的协调不够紧

密，资金的配置和调度可能会遇到障碍。因此，企业应加强

资金管理部门与各业务部门的沟通与协作，确保信息的透明

共享，减少资金流动的阻力。此外，企业应设立专门的资金

管理委员会，负责资金管理工作的统筹协调，确保资金调度

决策的高效性和准确性 [3]。

第二，企业应进一步优化资金管理的决策机制，提升

资金使用的透明度和合理性。资金管理委员会应在企业资金

管理中起到核心作用，不仅负责资金的调度和配置，还应承

担风险评估和财务监督的责任。委员会成员应来自不同业务

领域，以确保各部门的需求得到充分考虑。通过建立这一机

制，企业能够确保资金流动的合理性，避免资金资源的浪费

或不均衡配置，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3.4 实施风险预警和控制机制
在资金集中管理模式下，企业不仅要关注资金的使用

效率和灵活性，还要加强资金风险的控制。资金风险控制是

资金管理中至关重要的环节，尤其在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

加大的背景下，资金管理中的风险更加复杂多变。国有企业

应当建立健全的资金风险预警机制，通过实时监控资金流

动、利用大数据分析预测资金使用中的潜在风险，确保资金

安全。

资金风险预警机制的核心在于通过对资金流动情况的

实时监控，识别资金使用中的潜在风险。例如，企业可以设

立资金风险预警模型，通过大数据平台对资金流动进行全面

监控，及时发现异常资金流动或资金短缺等情况。通过智能

化分析工具，企业可以识别出资金管理中的薄弱环节，如资

金存量不足、资金周转率过低或资金滞留过久等问题，从而

提前采取应对措施，避免风险进一步扩大。企业还应定期进

行风险评估，结合外部市场变化、行业政策等因素，对资金

流动的风险进行预测，并根据预测结果做出调整。

3.5 资金集中管理模式与预算相结合
资金集中管理模式与预算相结合是企业财务管理中的

一种有效策略，通过将企业资金资源统一管理和协调使用，

并与预算编制和执行紧密衔接，提升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流动

性。在该模式下，企业以预算为导向，根据年度预算计划确

定资金需求和分配方案，将各部门、各项目的资金使用计划

纳入统一的资金池管理。通过这种集中管理，企业可以实时

监控资金流向，优化资金配置，降低资金闲置或短缺的风险。

例如，当某项目的实际支出偏离预算时，集中管理模式可以

及时调整资金调拨，确保资源优先满足核心业务需求。此外，

这种模式还能强化企业内部资金流动的透明度和可控性，避

免重复投资和资金浪费，有助于实现企业财务管理的精细化

和科学化。

4 结语

国有企业的资金集中管理模式是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降低财务风险的重要手段。然而，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和技

术的进步，传统的资金集中管理模式面临着一定的挑战。企

业需要积极推进信息化建设，提升资金调度的灵活性，优化

资金管理的组织结构，增强风险预警能力，以确保资金管理

的高效、安全。只有在不断创新和优化资金集中管理模式的

过程中，国有企业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

持续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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