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应收管理

财务基础与运用



1、应收账款的含义
@ 应收账款→企业因对外赊销产品、材料、供应劳务等而应向购

货或接受劳务单位收取的款项
I 结算原因造成。由于结算方式往往会造成发出商品到收回

款项之间有一时间差，从而形成一定数量的应收款项
I 促销原因造成。企业为促进销售，采取赊销方式而形成的

应收账款。其可以控制和调节，其规模影响企业收益和成

本水平

应收账款管理

一、应收账款的含义与功能



2、应收账款的功能
@ 扩大销售

I 现销方式→可以确保应计现金流入与实际现金流入完全吻

合，能避免呆账损失
I 赊销方式→市场竞争激烈，产品竞争不力时，可适当采用

@ 减少存货
I 赊销方式→降低存货数额，减少资金占用，节约产品存货

的管理费、仓储费、保险费

一、应收账款的含义与功能



1、应收账款成本的含义
@ 应收账款成本→企业在采取赊销方式促进销售的同时，因持有

应收账款而付出的代价

2、应收账款成本的界定 : 机会成本、管理成本、坏账成本
@ 机会成本→因投放于应收账款而放弃其他投资所带来的收益

I 其大小与企业维持赊销业务所需要的资金数量 (应收账款

投资额 )和资金成本有关

二、应收账款的成本



2、应收账款成本的界定
@ 机会成本→是指因资金投放在应收账款上而丧失的其他收入

I 计算公式→

二、应收账款的成本

（应收账款投资额）

资金成本率维持赊销业务所需资金应收账款机会成本 

变动成本率应收账款平均余额维持赊销业务所需资金 

平均收账天数
年赊销额

应收账款平均余额 
360

销售收入

变动成本
变动成本率 

券利息率计算资金成本率可按有价证***



2、应收账款成本的界定
@ 机会成本→是指因资金投放在应收账款上而丧失的其他收入

I 假设某企业预测的年度赊销额为 90万元，应收账款平均收

账天数为 60天，变动成本率为 65%，资金成本率为

10%，则应收账款的机会成本是多少？
I 解：

二、应收账款的成本

)(1560360000900 万元应收账款平均余额 
)(75.9%6515 万元维持赊销业务所需资金 
)(7509%1050097 元应收账款机会成本 



2、应收账款成本的界定
@ 管理成本→企业对应收账款进行管理而需消耗的开支 (包括调

查费用、收集信息费用、记录费用、收账费用等 )
I 收账费用与应收账款成正比

@ 坏账成本→应收账款因故不能收回而发生的损失
I 一般与应收账款的数量同方向变化

二、应收账款的成本



@ 信用政策→应收账款管理政策，是指企业对应收账款投资进行

规划与控制而确立的基本原则与行为规范，包括信用标准、信

用条件和收账政策。

1、信用标准
@ 信用标准→企业同意向客户提供商业信用而提出的基本要求

(以预期的坏账损失率为判别标准 )
I 是评价客户等级的依据，并据此决定是否采用赊销方式。

三、应收账款的信用政策



1、信用标准
@ 一般原则→提供赊销方式的企业角度

I 同行业竞争对手的情况 (对手实力强，标准低 )
I 企业承担违约风险的能力 (能力强，标准低 )
I 客户的资信程度 (5C→信用品质、偿付能力、抵押品、资

本以及经营环境 )来确定信用等级

三、应收账款的信用政策



三、应收账款的信用政策

1、信用标准
@ 信用标准决策

信用标准定的较高

可以减少坏账损失，降低
应收账款机会成本

丧失一部分来自信用较差客户
的销售收入和销售利润权衡



2、信用条件
@ 信用条件→企业要求客户支付赊销款项的条件

I 信用期限→企业为客户规定的最长付款期限。
B 延长信用期限，可适当增加销售量
B 不利后果→一是平均收账期延长，应收账款上占用的

资金增加，增加应收账款的机会成本；二是引起坏账

损失和收账费用的增加

三、应收账款的信用政策



2、信用条件
@ 信用条件→企业要求客户支付赊销款项的条件

I 折扣期限→公司为客户规定的可享受现金折扣的付款时间
I 现金折扣→在客户提前付款时给予的优惠 

                                  例， 2/10 ， n/30
B 现金折扣比率以及折扣期限的确定，应充分考虑加速

收款所得到的收益与付出的现金折扣成本

三、应收账款的信用政策



3、收账政策
@ 收账政策→信用条件被违反时，企业采取的收账策略与措施

I 企业提供商业信用需考虑因素
B 客户是否会拖欠或拒付账款，程度如何
B 怎样最大限度防止客户拖欠账款
B 一旦账款遭到拖欠或拒付，应采取的对策

I 前两个问题主要依靠信用调查、审批制度；

    最后一个问题需要完善收账政策

三、应收账款的信用政策



3、收账政策
@ 收账政策→信用条件被违反时，企业采取的收账策略与措施

I 收账政策决策→收账总成本最低
B 收账总成本 =机会成本＋坏账损失＋年收账费用

三、应收账款的信用政策

收账政策过宽

利：减少收帐费用

弊：增加坏帐损失
    增加资金占用

收账政策过严

利：减少坏账损失
    减少资金占用

弊：增加收帐费用

权 衡



3、收账政策
@ 收账政策

I 企业在制定收账政策时，应依据

    收账过程中发生的成本和收回账

    款带来的收益进行比较
B 考虑机会成本、坏账成本、收账成本
B 收账费用与应收账款的机会成本和坏账损失部分之间

的关系并不是线性关系

三、应收账款的信用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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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收账政策
@ 假设某企业应收账款原有收账政策与拟改变的收账政策如下表

所示，企业资金利润率为 10%。请依据相关财务指标做出决

策

三、应收账款的信用政策

项目 现行收账政策 拟改变的收账政策
年收账费用 / 万元
平均收账天数 / 天
坏账损失率 /%
赊销额 / 万元
变动成本率 /%

18
60
4

5000
60

24
30
2

5000
60



三、应收账款的信用政策
2、信用标准

项目 现行收账政策 拟改变的收账政策
赊销额
应收账款平均收账天数
应收账款平均余额
应收账款占用资金

5400
60

5400÷360×60=900
900×60%=540

5400
30

5400÷360×30=450
450×60%=270

收账成本
      应收账款机会成本
      坏账损失
      年收账费用

540×10%=54
5400×4%=216

18

270×10%=27 
5400×2%=108

24

收账总成本 54+216+18=234 27+108+24=132



@ 影响信用标准、信用条件和收账政策的因素很多，如赊销额、

赊销期限、收账期限、现金折扣、坏账损失、过剩生产能力、

信用部门成本、机会成本、存货投资等
@ 理性的信用政策就是企业采取或紧或松的信用政策是所带来的

收益最大的政策

三、应收账款的信用政策



1、企业信用调查
@ 企业信用调查→对客户的信用进行评价，是基础性工作，也是

最重要的工作
I 直接调查→直接接触，资料准确、及时；但不易获取
I 间接调查→通过其他途径获取信息，加工整理客户的信用

资料（资料来源：财务报表、信用评级机构、银行、其他途径）

四、应收账款的日常管理



2、企业信用评估
企业信用评估→品德（ Character) 、能力（ Capacity) 、资本

(Capital) 、
                            担保 (Collateral)    条件 (Condition)
信用评分法→

四、应收账款的日常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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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监控应收账款：账龄分析表、应收账款平均账龄

@ 账龄分析表→将应收账款划分为未到信用期的应收账款和以 30天为

间隔的逾期应收账款，这是衡量应收账款管理状况的一种方法。

  如 AA公

  司应收

  账款账

  龄分析

  表：

四、应收账款的日常管理

账龄（天） 应收账款金额（元） 占应收账款的百分比

0－ 30 1875000 75%

31－ 60 375000 15%

61－ 90 250000 10%

91以上 0 0

合计 2500000 100%



3、监控应收账款
@ 应收账款平均账龄→各账龄应收账款的余额的平均账龄

I AA公司应收款应收款平均账龄

=15*75%+45*15%+75*10%

=25.5 （天）

四、应收账款的日常管理



4、应收账款催收
@ 收账程序：先礼后兵

I 履约付款虽是客户不容置疑的责任和义务，可以通过法律

途径来解决。但诉诸法律并不是最有效的方法 (最后不得

已而为之 )
I 一般程序为：信函通知→电话催收→派员面谈→诉诸法律
I 信用期内不打扰；拖欠时逐渐强硬

四、应收账款的日常管理



THA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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