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

研究性文章
Article

财经与管理·第 03卷·第 03 期·2019 年 07 月
DOI: https://doi.org/10.26549/cjygl.v3i3.1835

1 建筑类央企资金管理现状

资金管理贯穿企业经营活动的全过程，近年来中央企业

通过加强资金集中管理，建立企业集团财务公司，推动“业

财资”融和，提升了资金使用效率，有效增强了企业集团的

管控和风险防范能力。2017 年财务公司全行业资金集中度

47.91%[1]，67 家成立财务公司的央企资金集中度 49.2%[2]，建

筑央企资金集中度 35.08%，造成这种资金管理水平低于行业

平均水平的原因主要是：建筑类企业集团资产规模大、运营

范围广、管理链条长、层级主体多、项目布点散、国际化及“走

出去”程度高，造成资金管理体系不完善，未能形成一个完整、

覆盖全级次的资金管理体系。例如中国电力建设集团二级子

公司 72 家、遍布中国 20 个省，二级以下子公司、项目部更

是星罗棋布。2017 年末，中国电力建设集团在全球 120 个国

家和地区执行 2586 个合同项目 [3]， 在“一带一路”沿线 57

个国家执行 1499 个项目合同，全集团在境外账户遍布亚太、

欧非、美洲等 89 家国家和地区，共计开立账户 1330 个，涉

及 74 个币种。

大型建筑类企业集团由于缺乏统一的、覆盖全级次的资

金管理体系，导致企业开户账户数量多、资金分布散的现象。

部分子企业为了追求发展规模，盲目投资，没有科学的规划

发展目标，银行贷款规模急剧增加，资产负债率过高，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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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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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能力受限，容易造成重大资金风险。部分企业没有完善

的资金结算平台和资金监控平台，导致管理层无法掌握大额

资金支付的去向和用途，导致流动性管理问题，资金运作效

率低。 

2 财政、金融政策及国资监管要求

2.1 实施积极的财政，有效规范国有资产经营管理

减税，降费，加大支出力度补齐短板、惠民生，是 2017

年的财政政策总基调，多项积极的财政政策落地生效，并产

生积极影响。2017 年 3 月，财政部印发《中央国有资本经营

预算支出管理暂行办法》，以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制度，

规范和加强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管理。2017 年 6 月，

财政部印发《国有企业境外投资财务管理办法》，加强国有

企业境外投资财务管理，防范境外投资财务风险，提高投资

收益，提升国有资本服务于“一带一路”“走出去”等国家

战略的能力，要求国有企业境外投资财务管理贯穿境外投资

决策、运营、绩效评价等全过程，将境外投资企业（项目）

纳入全面预算管理体系。国务院进行了增值税改革，进一步

促进企业健康发展。2018 年中国实施积极有效的财政政策，

不仅要求在财政支出方面保持适当的增速，并优化支出结构、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更以税制改革为重心，完善税收体系，

减轻宏观税负，从而激发企业生产活力，服务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

2.2 强调金融回归本源，服务企业实体经济

2017 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强调增强金

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深化利率和汇率市场改革，健全金

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同时，中

国金融工作会议确定了下一阶段的工作重点是推动经济去杠

杆，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把国有企业降杠杆作为重中之重，

坚持质量优先，促进融资便利，降低实体成本，提高资源效率，

发挥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2.3 国资监管强化资金集中管理，实施大额资金支出

动态监测

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国有企

业改革的指示精神，积极推进中央企业资金集中管理，充分

发挥财务公司资金集中平台作用，深入推进集团内部资金集

中管理，进一步扩大资金集中范围，优化专项资金、境外资

金等特殊资金的集中管理方式，加快资金周转，提高资金使

用效率，要求中央企业 2018 年底力争全口径资金集中度达到

80% 以上，有条件的要力争达到 90%。2018 年 8 月，国资委

专门下发了《关于加快推进中央企业大额资金动态监测工作

的通知》，要求利用信息化手段与企业集团的资金管控系统

直连，快速达到企业集团对其子企业资金监测的水平，实现

企业集团能见即国资委能见，明确了资金监测管控的责任在

企业，国资委重点针对大额资金支出进行监测。

3 建筑类企业集团资金管理体系设计

如何解决资金类型复杂，资金归集阻碍大，项目账户分

布散等问题，如何提升资金集中管理水平，提高资金周转使

用效率和效益，并适应中国国家财政、金融政策，满足国资

监管要求，是每一个建筑企业集团刻不容缓的责任与义务。

3.1 建设的总体思路

资金管理工作应重视系统设计、健全制度保证，提升风

险监测和管控能力，深化银企合作，为集团公司产业发展提

供坚实的资金保证。为打破建筑行业资金管理难点，实现跨

越式发展，资金管理体系设计的总体思路为：“统一管理，

分级负责，两级管控，层层穿透，动态监测，全面反映。”

统一管理即资金由集团总部牵头统一管理；分级负责即不同

层级负责审批职权范围内的资金支付；两级管控即集团总部

授权财务公司管控二级子企业资金集中，二级子企业负责所

属下级企业资金集中；层层穿透即银行账户集团总部可穿透

式管理；动态监测即账户资金支付数据可实时监测；全面反

映即全级次银行账户资金支付数据可通过特定系统可视化分

析管理。

3.2 体系架构

按照资金体系管理总体思路，要遵循“整体规划、顶层

设计、夯实基础、逐步推进”的原则，建设建筑类企业集团

资金管理体系。

3.2.1 顶层设计

建筑类企业集团应设立财务公司，统一进行集团资金管

理，融和集团总部资金管理和财务公司金融服务于一身，着

力建设资金归集平台、资金结算平台、资金监控平台、融资

运营平台、金融服务平台等五大平台，整合资源、统筹集团

资金集中、支付结算、流动性管理、融资担保、债券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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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管控、实现综合性金融服务，提高集团资金统配能力，

实现整体效益。

财务公司资金归集平台负责统一调配集团子企业资金，

通过结算平台为子企业提供统一的支付结算，通过监控平台

实时掌握全级次资金支付动态，通过融资运营平台实现内部

资金调剂，外部融资等，通过金融服务平台提供成员企业开

立资金证明、信用鉴证、银承开立等一系列服务 [4]。

图 1 顶层设计方案

3.2.2 建立二级收款池与付款池，实现全级次账户全

部在池

在集团公司子企业层面分别设立收款结算池和付款结算

池，促进资金集中与精益化管理。按“收支两条线”模式管

理资金，实现收款实时归集到收款池，并根据合同在线管理、

到账日曲线等构建模型进行资金规模预测，管理流动性。搭

建付款池，梳理制定贷款还款、物资采购、工程付款、工资

发放、业务报销等付款订单，确定付款优先级。依据合同条

款和在线管理软件分析确定付款日期，预测日付款资金，在

前端业务部门发起付款申请时，由系统与合同进行匹配生成

订单信息，进入付款池，按付款优先级进行付款 [5]。

以收付款结算池为基础，按照以收定支，融资期限匹配

付款，实现融资最低化，并根据执行情况适当调整，提高企

业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

账户管理实现全覆盖、紧串联、强实时，由“珍珠变成

项链”。除专用账户外的所有账户全部进行入池管理，逐一

界定账户级次和功能分类，纵向上按照账户层级递次挂接，

收款实时向上归集，横向上按照账户权属映射到资金支付监

控系统，实时反映资金支付状态。

3.2.3 全级次账户动态监控，资金支付全面实时反映

在子企业资金池建设的基础上，将集团子企业资金池与

财务公司归集平台对接，进行资金财务公司统一调度、统一

调配。同时与财务公司资金监控平台对接，使账户资金支出

总额、单笔金额、去向、用途等信息实时反馈到资金监控平

台中，使集团总部可以实时掌控全集团资金动态，各子企业

可以了解本企业资金去向、剩余规模等信息。

图 2 账户监控体系

3.2.4 融通三个市场，境内境外资金统一调配

财务公司在归集平台统一调度平衡资金头寸的基础上，

强化资金结算平台，成员企业间的结算全部通过财务公司进

行，实现结算内循环、低备付、高安全，形成内部金融市场。

通过内部金融市场、境内金融市场、境外金融市场相互融通，

实现集团融资最优化、资金调配一体化，保证资金供应、提

高效率效益、防范资金风险，促进存量资金高效运作、流量

资金精益管理、增量资金集中管控，持续提升资金保障能力、

运作效益、安全水平。最终形成资金大集中、零余额、广调度，

支付实时动态监控的效果 [6]。

3.3 分步骤，分版块、差异化试点推进

建筑类企业集团大多是覆盖投资开发、规划设计、工程

承包、装备制造、项目运营等工程建设及运营全过程的综合

性建设运营集团，应分步推进，分版块、差异化进行试点建

设，按照试点一个、成熟一个的原则，推进资金管理体系建

设。同时，资金体系建设应与共享中心融和，将合同管理、

账户审批、账务核算、报表生成、支付审批集成化、协同化，

形成企业内部闭环一体化管理体系，以不断提升集团核心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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