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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的融资风险与应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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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国有企业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动我国经济发展以及承担社会责任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融

资活动作为国有企业日常运营管理中的主要工作之一，对于其战略发展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提高国有企业的融资管理水

平，降低其融资成本并抑制融资风险是改善国有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途径之一。本文介绍了国有企业加强融资管理的现实

意义，从多角度探讨了当前我国国有企业在融资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据此提出具体对策，以期保持国有企业持续稳定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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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有企业融资管理概述

一直以来，我国的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占据着重

要地位，承担着重要的社会责任，与民营企业相比，它在国家

政策以及财政扶持方面享受着更多的优惠政策，市场化程度

偏低。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推进，

供给侧改革、高质量转型发展等多项改革措施的推进实施，国

有企业运营管理的市场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其参与市场竞

争的力度逐步增加，在此背景下，国有企业面临的潜在风险因

素与之前相比有了大幅增加，包括融资风险。及时加强国有

企业的融资风险管理，能够为国有企业的持续稳定经营以及

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1]

企业融资主要是指企业结合自身的资金需求，通过借助

一定的方式和渠道，利用自有原始积累、投资者投入或者债权

人筹措资金等来满足企业发展，以实现其战略目标的企业行

为。融资风险则主要是指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因所融资金的收

益难达预期而给企业带来损失，导致企业营运能力减弱甚至

破产的可能性。国有企业融资管理主要是指国有企业对自身

的融资活动通过采用一系列的控制方法、制度或者措施来进

行约束和管控，以降低融资风险发生概率的管理活动。

二、国有企业加强融资风险管理的现实意义

与民营企业不同，国有企业的日常运营管理与政府部门

之间保持着高度的关联性，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承担一定的社

会责任以及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因此对其而言加强融

资风险管理更具有独特的现实意义，具体体现在：

（一）有利于贯彻落实脱贫攻坚战的政策需要

2015年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

定》中明确了我国到 2020年的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计划和

方案，而这一计划方案的实施需要巨大的财政资金作支撑，国

有企业资产的保值增值所创造的经济利润为这一计划方案提

供了坚实的经济后盾，有利于各级地方政府贯彻落实脱贫攻

坚战政策。

（二）能够有效降低国有企业在融资过程中的风险因素

国有企业加强融资风险管理的首要目的就是降低融资风

险发生的概率，减少其对企业日常运营管理的破坏性，通过加

强融资风险的管理，可以实现对融资风险的事前预测和防控，

从而大幅降低其发生概率并产生破坏作用，从而有利于国有

企业的稳定运营。

（三）有利于实现国有企业的战略价值

一般来说，企业进行融资的主要目的都是为了满足战略

投资的需求，因此国有企业加强融资风险管理，能够为融资活

动的正常进行提供有力保障，而融资活动的顺利实施则可以

充分满足企业战略投资所需的资金资源，从而有利于企业战

略目标的落地，进而实现国有企业的战略价值。

三、目前国有企业融资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目前，虽然实施融资风险管理对于国有企业具有多方面

的积极意义，但是在实务中受管理意识以及管理方法的局限

和约束，部分国有企业在融资管理过程中仍然存在较多问题，

具体表现为：

（一）市场化融资管理意识不足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逐步成熟，国有企业

的融资方式和模式是应当具有多样性，尤其要符合市场经济

特性，但是在国有企业的融资实务中，受其国有身份的影响以

及具有政府信用的独有优势，国有企业在融资过程中往往呈

现出融资方式单一的问题，即过于依赖银行贷款。之所以会

出现这一问题，究其根源就是国有企业的市场化融资管理意

识不足，一方面银行为了规避风险和逐利，更倾向于贷款给经

营管理相对稳健规范，违约率低的国有企业，另一方面则是国

有企业受自身的管理机制影响，在日常的运营管理中创新意

识较弱，因此在融资环节更倾向于传统的负债融资和股票融

资，而较少采用其他创新融资方式，体现出市场化融资意识不

足。[2]

（二）融资管控机制不健全

健全完善的融资管控机制有利于对企业的融资活动形成

较强的管控和约束作用，从而有效降低融资风险，进而推动融

资活动的顺利进行。从融资管理实践来看，当前国有企业的

融资管控机制普遍存在不健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在融

资决策机制方面较为欠缺，即当前国有企业在进行融资决策

时，基本上是以企业在运营管理过程中的资金缺口规模作为

融资决策的首要依据，而较少考虑资本结构因素、偿债能力以

及资金使用成本等风险评估因素，融资决策存在一定的盲目

性，缺乏较为严谨的决策流程和决策控制机制，导致融资活动

的潜在风险因素较多；二是在融资活动实施过程中，对于所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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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的使用缺乏严格的预算管理和相关的内部控制管控措

施，所融资金的安全性和效率性难以得到有效保障，存在潜在

的风险因素。

（三）对内源融资能力关注度不高，资金管理效率不高

所谓内源融资实质上是指企业通过自身内部积累所形成

的资金来源，主要包括折旧资金和留存收益资金。较高的内

源融资能力可以为企业提供充足的现金流，从而可以有效减

少企业的融资活动，从而降低融资风险。目前部分国有企业

普遍存在过于关注外源融资，对内源融资能力关注度不足的

现象，这一现象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企业的存货周

转率普遍偏低，较高的存货周转率表明企业资金流转速度较

快，能够满足企业的流动性需求，没有无效的资金占用，资金

使用效率较高，因此可以降低融资规模，但是从实务来看，国

有企业的存货周转率普遍偏低；另一方面则是盈利能力偏弱，

较高的盈利能力可以为企业带来较多的留存收益，从而缓解

资金压力，减少融资活动，降低融资成本，但我国大部分国有

企业的盈利能力偏弱，无法为企业的日常运营提供充分的流

动性，客观上增加融资管理的难度。[3]

（四）融资风险控制不严

企业的融资活动往往是伴随着一定的融资风险的，在融

资管理实践中，企业的融资风险主要有融资利息率风险、融资

期限结构不合理风险、资产负债率过高而引起的偿债能力不

足的风险、融资偿还而引起的流动性不足等。实务中只有对

这些风险进行严格的管控，才能确保企业融资活动的有效性。

国有企业在融资管理过程中，仍然存在融资风险控制不严的

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方面是没有制定具有系统性的融资风险

识别、衡量和应对机制，对于风险的识别和衡量应对主要依靠

管理人员以及财务人员的主观经验，科学性和客观性不足；另

一方面是尚未在企业内部构建能够识别融资活动因素的预警

指标体系，难以提前对风险进行预判，往往是在风险出现之后

才被动采取对策，增加了融资风险对企业日常经营的破坏

概率。

四、优化国有企业融资管理的对策建议

（一）健全国有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成熟，多数国有

企业均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但是从实务来看，部分国有企业

的现代企业制度存在形式化的问题，从而使得其市场化融资

意识较淡薄，因此建议国有企业从如下角度健全现代企业制

度来增强市场化融资意识：一方面是进一步完善企业的法人

治理结构，充分发挥监事、独立董事在企业融资活动中的监管

作用，规避融资渠道的单一性；另一方面则是根据现代企业制

度要求，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面向市场的深度，降低国有身份

的局限和约束，积极研究市场化融资趋势并主动参与，创新融

资方式和方法，提升企业融资活动的市场化特征。[4]

（二）健全融资管控机制

国有企业要健全其融资管控机制，可从以下角度采取对

策：一是充分运用最优资本结构理论来合理控制负债，即国有

企业应当结合最优资本结构理论来对自身的负债情况进行梳

理和分析，明确最为合理的负债规模以及长短期负债结构比，

降低资产负债率，增强自身的偿债能力，降低因此而产生的各

种流动性不足的风险；二是要做好融资资金的管控工作，一方

面要通过制定严谨的融资资金支出预算来细化资金支出节点

和规模，另一方面则要通过建立融资资金的授权审批机制来

严控资金的支出流程，以此来提升融资资金的安全性以及使

用效率。

（三）提升内源融资能力，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从上文分析可以看到，能够对国有企业的内源融资能力

产生影响的主要是存货周转率和盈利能力，因此在实务中建

议国有企业一方面要通过强化与上游供应商的协作来优化企

业的备料周期，同时要从优化企业的销售策略以及销售政策

等方式强化销售管理，提高存货周转速度，减少资金占用，提

高资金使用效率，进而减少融资活动，弱化融资管理难度；另

一方面则要通过加大研发力度、积极进行工艺流程改造以及

成本管控等措施来增强企业的盈利能力，为自身积累更多的

内生资金来源。

（四）强化国有企业的融资风险防控能力

强化融资管理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降低融资风险，因此

增强融资风险防控能力十分关键。在实务中建议国有企业采

取如下措施来强化融资风险防控能力：一方面是结合内部控

制的风险评估要素，找出企业的主要融资风险因素，并设计与

之相关的风险识别指标体系，形成具有系统性的风险识别、衡

量和应对机制，提高融资风险防控的科学性和客观性；另一方

面则是要在国有企业内部建立融资风险的预警机制，一旦出

现潜在的融资风险因素，提前预警，实现融资风险的事前防

控。[5]

综上所述，国有企业的融资活动作为企业财务活动的主

要内容，强化融资风险管理对于国有企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

义。本文从四个角度分析了国有企业融资管理存在的主要问

题，然后针对这些问题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对策和建议，以期为

提升国有企业的融资管理水平提供经验借鉴。

参考文献

[1]马洁 .国有企业的投融资问题分析及解决对策探讨[J].
全国流通经济，2020（01）：91-92.

[2]郑妤 .国有企业投融资行为及其内部控制管理研究[J].
企业改革与管理，2019（04）：23-24.

[3]刘玉刚 .谈国有企业的投融资问题及对策[J].现代国企

研究，2019（06）：448.
[4]罗士江 .新时期国有企业投融资体制模式探索[J].会计

师，2018（10）：24-25.
[5]夏炜 .谈国有企业的投融资问题及对策[J].中国商论，

2018（04）：35-36.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