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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财务管理概论 

 管理格言 

财务管理就是用资金使企业收益最大化的过程，亦即高效地找钱、投钱、用钱和分钱！ 

企业挣钱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通过产品或服务挣钱；另一种是通过资本挣钱。 

 学习目标 

1. 明确什么是财务管理，了解财务管理的主体与对象； 

2. 了解企业财务目标的各种观点，掌握财务管理的各种目标； 

3. 掌握财务管理的各项原则与内容； 

4. 熟悉和认清企业财务管理环境； 

5. 了解并把握财务管理的几种基本方法。 

 导入案例 

北京某股份有限公司的财务管理目标 

北京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股份），原名北京某机械厂，成立于 1970 年，属国

营单位，成立时职工 100 余人，拥有固定资产 50 万元，流动资金 15 万元。企业享受国家处

级单位待遇，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全部由上级主管部门任命。企业的主要任务是完成国家下

达的产品生产任务，按照计划生产、销售，实现产值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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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国家对企业拨款实行有偿制，流动资金实行贷款制，产品取消调

配制，于是该企业改名为北京某有限责任公司，一切管理工作都围绕着实现创利增收展开。 

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国家实施“抓大放小”政策。该公司实施了股份制改造方案，成立为

股份有限公司。1999 年 1 月，国家将该公司的净资产 3 500 万元转化为 3 500 万股，向社会发

售，每股面值 1 元，售价 1.5 元。 

北京股份成立后，决策层开始考虑负债融资问题，使自有资金与借入资金之比为 2∶1；

考虑更新设备、引进先进生产线等投资问题。经过多年发展，北京股份的生产技术水平稳居

全国一流，产品在全国市场占有率达到 25%。北京股份已于 2010 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股价为 10 元/股。 

问题思考： 

1. 北京股份财务管理目标的发展过程有哪些？ 

2. 影响北京股份财务管理目标的因素有哪些？ 

 本章主题 

1. 财务管理的概念； 

2. 财务管理的内容； 

3. 财务管理的职能； 

4. 财务管理的原则； 

5. 财务管理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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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财务管理的起源、发展、概念和价值定位 

1.1.1  财务管理的起源和发展创新 

商业活动发展的初期，商人不仅要懂采购、生产和销售等，还要懂算账。商人最早的结

算工具是挂在腰间的一个羊皮袋，会计结账全靠金币在袋中的一进（收）一出（支）完成。 

在我国，明朝开始出现了相对独立的财务管理职能部门和岗位人员（出纳）。明朝古典小

说典范“三言二拍”就描述了当时社会重农抑商的文化，地方官员要履行收取商业税和劝农的职

责。发迹于明，鼎盛于清的晋商创造了财务管理艺术。在与北方蒙古牧民进行贸易时，晋商

看到牧民没有现金，就把绸布、茶叶、金属制品赊销给牧民，折合成与其等值的幼畜，暂不

提取，仍交原主人代养。待到秋冬幼畜膘肥体壮时，他们再来收取牛羊，赶回内地换钱。晋

商凭借灵活和独特的信用体系，成功地开展了贸易，积累了财富。清代红顶巨商胡雪岩在创

办阜康钱庄时，曾说过“十个坛子九个盖，看你会盖不会盖”。意思是钱不在多，关键是要眼疾

手快，善于调度。这一理念与提高流动资金周转速度的现代理财思想如出一辙。到了清代，

在私营店铺里，财务人员开始“上奉业主使命，下管全店收支，对内有监督保管之权，对外有

制约营业之职能，具左右逢源、上沟下通之管理机能”。这也与现代财务管理组织制度的适度、

适时集权分权思想不谋而合。到了近现代，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鉴于西方的财

务管理先进理论和实践经验，我国的财务管理无论在空间、时间和效率上都发生了质的变化，

特别是财务管理的职能得到了极大的拓展。我国的企业财务管理体系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

建立，在适应企业经营机制转变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来的，并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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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表现在： 

第一，在成本控制方面，实行制造成本法进行核算，结合企业经济责任制，逐步建立了

制造成本法与目标责任制相结合的成本控制制度。第二，在财务分析方面，在与国际惯例接

轨同时，建立了规范的财务报表体系，初步形成了符合我国国情的财务分析体系。第三，在

资金管理制度方面，逐步建立和完善资本金制度，实行资本保值增值、资本保全原则。同时，

取消传统的专用基金专款专用、专户存储制度，企业资金由企业统筹运用、统一管理。第四，

在筹资方面，依法建立了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和当前金融市场需求的筹资机制，采用了发行包

括股票、债券等各种证券在内的各种筹资方式，扩大了企业资金来源渠道。 

我国“十二五”规划中提出要把“创新驱动、转型发展”战略目标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

程和各个环节，其中就包含了迫切需要财务管理发挥其应有功能的内在要求。以华为公司为

例，过去财务部门主要从事传统的财务核算管理，企业规模小的时候，还可以人为控制风险，

但随着公司的转型发展，规模越来越大，业务越来越复杂，供应链越来越长，客户差异越来

越大，如果没有一个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提供支持的财务管理系统，财务风险将很难控制。可

见，不论是外部环境还是企业自身发展，都对财务信息的及时性、准确性和有效性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财务管理作为企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加强财务筹划，保障资金获取、优

化配置、高效运用。既要防范投资风险，加强投资和经营的全过程监管；又要控制风险，实

施精细化管理，有效控制经营成本，确保经营收益；还要降低决策风险，提高决策信息的有

用性，提升企业的绩效管理水平。因此，财务管理创新势在必行。这就要求： 

第一，创新对策。面向知识经济时代的企业财务管理是新形势下企业理财的重大理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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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课题。首先要转变企业的理财观念。知识经济的兴起使创造企业财富的主要要素由物质

资本转向知识资本，因此企业理财不能只盯住物质资产和金融资本，必须转变观念：要认识

知识资本，了解知识资本的来源、特征、构成要素和表现形式；要承认知识资本，认可知识

资本是企业总资本的一部分，认可知识资本与企业市场价值和企业发展的密切关系以及知识

资本应分享的企业财富；要重视和利用知识资本，企业既要为知识创造及其商品化提供相应

的经营资产以发展知识资本，又要充分利用知识资本为企业提供持续的利润增长。 

第二，加强培训，提高财务人员的素质和创新能力。对包括知识资本在内的企业总资本

进行市场化运作管理具有很强的专业性、技术性、综合性和超前性，用管理有形资产的传统

手段是难以适应的，必须提高财务人员的适应能力和创新能力：财务人员既要有宽广的经济

和财会理论基础，又要有良好的现代数学、法学和网络技术基础，在面对知识快速更新，经

济、金融活动日益广阔、灵活和多变时，能从经济、社会、法律、技术等多角度进行分析并

制订相应的理财策略；能不断吸取新的知识，开发企业信息并根据变化的理财环境，对企业

的运行状况和不断扩大的业务范围进行评估和风险分析；能适应知识经济发展的要求，根据

国际金融的创新趋势和资本的形态特点，运用金融工程开发融资工具和管理投融资风险等。 

第三，积极开展对知识资本的理论研究和个案研究。从我国如今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

结构和企业产品结构看，尽管短期内不会有大量企业直接成为知识型企业，但企业知识资本

所占比重的上升将是一个明显的趋势。如何成功地对知识资本进行运作是现代企业理财的重

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在国际上没有成熟的理论，对我国的企业而言更是一种全新的东西，因

此企业必须开展理论研究和个案分析：要研究知识资本的构成要素和市场化形式，寻求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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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的有效运作管理方法；要研究知识资本的计量方法，确定知识资本价值，研究知识资本

的证券化形式和估价方法；要对知识资本运作的个案进行分析，总结企业知识资本运作的具

体操作方案。 

第四，重视知识产权法在企业理财中的运用。在传统的企业财务管理中，有形资产的运

作较少涉及知识产权问题，随着知识资本逐渐成为企业资本形态的主要形式，对知识产权的

保护是知识资本保值增值的基本前提。因此，实施知识资本及其与有形资本组合的运营管理，

必须结合知识产权相关法律法规进行操作，以保证企业财务目标的实现。 

就学科体系而言，在西方，财务管理最初是作为经济学的应用学科出现的，是一种微观

经济学。它研究市场的供求平衡，成本和回报，还有社会上的各种经济现象，如“相貌”经济学。

据统计，做同样工作，相貌好的人往往比相貌不好的人收入要高出 10%～15%。如今，西方

的财务理念已融入整个社会的日常活动，成为一种习惯语言和通用的思维方式。在日常生活

中，财务管理中的名词如 asset（资产）、liability（债务）、cost（成本）、risk（风险）、profit

（利润）等出现的频率很高。 

从历史角度来看，企业财务管理起源于 15 世纪末 16 世纪初。当时西方社会正处于资本

主义萌芽时期，地中海沿岸的许多商业城市出现了由公众入股的商业组织，入股的股东有商

人、王公、大臣和市民等。商业股份经济的发展客观上要求企业合理预测资本需要量，以有

效筹集资本。但由于这时企业对资本的需要量并不是很大，筹资渠道和筹资方式比较单一，

企业的筹资活动仅仅附属于商业经营管理，并没有形成独立的财务管理职业。到了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工业革命的成功促进了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生产技术的重大改进和工商活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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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发展。股份公司迅速发展起来，并逐渐成为占主导地位的企业组织形式。股份公司的

发展不仅引起了资本需求量的扩大，而且也使筹资的渠道和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企业筹资

活动得到进一步强化，如何筹集资本扩大经营，成为大多数企业关注的焦点。于是，许多公

司纷纷建立了一个新的管理部门—— 财务管理部门，财务管理开始从企业管理中分离出来，成

为一种独立的管理职业。当时公司财务管理的职能主要是预计资金需要量和筹措公司所需资

金，融资是当时公司财务管理理论研究的根本任务。因此，这一时期称为融资财务管理时期

或筹资财务管理时期。这一时期的研究重点是筹资，主要财务研究成果有：1897 年，美国财

务学者格林（Green）出版了《公司财务》，详细阐述了公司资本的筹集问题，该书被认为是

最早的财务管理著作之一；1910 年，米德（Meade）出版了《公司财务》，主要研究企业如何

最有效地筹集资本，该书为现代财务理论奠定了基础。 

1929 年爆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和 20 世纪 30 年代西方经济整体的不景气，造成众多企业

破产，投资者损失严重。为保护投资人利益，西方各国政府加强了证券市场的法制管理。如

美国 1933 年和 1934 年分别出台了《联邦证券法》和《证券交易法》，对公司证券融资作出严

格的法律规定。此时财务管理面临的突出问题是金融市场制度与相关法律规定等问题。财务

管理首先研究和解释各种法律法规，指导企业按照法律规定的要求，组建和合并公司，发行

证券以筹集资本。因此，西方财务学家将这一时期称为“守法财务管理时期”或“法规描述时期”

（Descriptive Legalistic Period）。这一时期的研究重点是法律法规和企业内部控制，主要财务研

究成果有：美国洛弗（W. H. Lough）的《企业财务》，首先提出了企业财务除筹措资本外，还

要对资本周转进行有效的管理；英国罗斯（T. G. Rose）的《企业内部财务论》，特别强调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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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财务管理的重要性，认为资本的有效运用是财务研究的重心。20 世纪 30 年代后，财务管

理的重点开始从扩张性的外部融资，向防御性的内部资金控制转移，各种财务目标和预算的

确定、债务重组、资产评估、保持偿债能力等问题，开始成为这一时期财务管理研究的重要

内容。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和买方市场趋势的出现，财务经理普遍意识到，

单纯靠扩大融资规模、增加产品产量已无法适应新的形势发展需要，财务经理的主要任务应

是解决资金利用效率问题，公司内部的财务决策上升为最重要的问题，西方财务学家将这一

时期称为“内部决策时期”（Internal Decision-Making Period）。在此期间，资金的时间价值引起

财务经理的普遍关注，以固定资产投资决策为研究对象的资本预算方法日益成熟，财务管理

的重心由重视外部融资转向注重资金在公司内部的合理配置，公司财务管理发生了质的飞跃。

由于这一时期资产管理成为财务管理的重中之重，因此将其称之为资产财务管理时期。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对公司整体价值的重视和研究，是财务管理理论的另一显著发展。

实践中，投资者和债权人往往根据公司的盈利能力、资本结构、股利政策和经营风险等一系

列因素来决定公司股票和债券的价值。由此，资本结构和股利政策的研究受到高度重视。这

一时期主要财务研究成果有：1951 年，美国财务学家迪安（Joel Dean）出版了最早研究投资

财务理论的著作《资本预算》，为财务管理由融资财务管理向资产财务管理的飞跃发展发挥了

决定性影响；1952 年，哈里·马科维茨（H. M. Markowitz）发表论文《资产组合选择》，认为

在若干合理的假设条件下，计算投资收益率的方差是衡量投资风险的有效方法。从这一基本

观点出发，1959 年，马科维茨出版了专著《组合选择》，从收益与风险的计量入手，研究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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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之间的组合问题。由此，马科维茨也被公认为资产组合理论流派的创始人。1958 年，弗

兰科·莫迪利安尼（Franco Modigliani）和米勒（Merto H. Miller）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

《资本成本、公司财务和投资理论》，提出了著名的“MM 理论”。莫迪利安尼和米勒因为在研究

资本结构理论上的突出成就，分别在 1985 年和 1990 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1964 年，夏

普（William Sharpe）、林特纳（John Lintner）等在马科维茨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资

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系统阐述了资产组合中风险与收益的关系，区分了系统性风险和

非系统性风险，明确提出了非系统性风险可以通过分散投资而减少等观点。资本资产定价模

型使资产组合理论发生了革命性变革，夏普因此与马科维茨共享了第 22 届诺贝尔经济学奖的

荣誉。总之，在这一时期，以研究财务决策为主要内容的“新财务论”已经形成，其实质是注重

财务管理的事先控制，强调将公司与其所处的经济环境密切联系，以资产管理决策为中心，

将财务管理理论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科学技术迅速发展，产品更新换代速度加快，国际市场迅速

扩大，跨国公司增多，金融市场繁荣，市场环境更加复杂，投资风险日益增加，企业必须更加

注重投资效益，规避投资风险，这对已有的财务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以

后，财务管理的重点转移到投资问题上，因此被称为投资财务管理时期。在这一时期，投资组

合理论和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揭示了资产的风险与其预期报酬率之间的关系，受到投资界的欢迎。

它不仅将证券定价建立在风险与报酬的相互作用的基础上，而且大大改变了公司的资产选择策

略和投资策略，被广泛应用于公司的资本预算决策。其结果是导致财务学中原来比较独立的

两个领域—— 投资学和公司财务管理的相互组合，使公司财务管理理论跨入了投资财务管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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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前述资产财务管理时期的财务研究成果同时也是投资财务管理初期的主要财务成果。 

20 世纪 70 年代后，金融工具的推陈出新使公司与金融市场的联系日益加强。认股权证、

金融期货等广泛应用于公司筹资与对外投资活动，推动财务管理理论日益发展和完善。70 年

代中期，布莱克（F. Black）等人创立了期权定价模型（Option Pricing Mode1，OPM）；斯蒂

芬·罗斯提出了套利定价理论（Arbitrage Pricing Theory）。在此时期，现代管理方法使投资管

理理论日益成熟，主要表现在：建立了合理的投资决策程序；形成了完善的投资决策指标体

系；建立了科学的风险投资决策方法。一般认为，70 年代是西方财务管理理论走向成熟的时

期。由于吸收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丰富成果，财务管理进一步发展成为集财务预测、财

务决策、财务计划、财务控制和财务分析于一身的，以筹资管理、投资管理、营运资金管理

和利润分配管理为主要内容的管理活动，并在企业管理中居于核心地位。1972 年，法玛（Fama）

和米勒（Miller）出版了《财务管理》一书，这部集西方财务管理理论之大成的著作，标志着

西方财务管理理论的发展成熟。 

20 世纪 70 年代末，企业财务管理进入深化发展的新时期，并朝着国际化、精确化、电算

化、网络化方向发展。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初期，西方世界普遍遭遇了旷日持久的通货膨胀。

大规模的持续通货膨胀导致资金占用迅速上升，筹资成本随利率上涨，有价证券贬值，企业

筹资更加困难，公司利润虚增，资金流失严重。严重的通货膨胀给财务管理带来了一系列前

所未有的问题，因此这一时期财务管理的主要任务是对付通货膨胀。通货膨胀财务管理一度

成为热点问题。到 80 年代中后期以后，进出口贸易筹资、外汇风险管理、国际转移价格问题、

国际投资分析、跨国公司财务业绩评估等开始成为财务管理研究的热点，并由此产生了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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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财务学分支—— 国际财务管理。国际财务管理成为现代财务学的分支。80 年代中后期，

拉丁美洲、非洲和东南亚发展中国家陷入沉重的债务危机，苏联和东欧国家政局动荡、经济

濒临崩溃，美国经历了贸易逆差和财政赤字，贸易保护主义一度盛行。这一系列事件导致国

际金融市场动荡不安，使企业面临的投融资环境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因此，企业在其财务决

策中日益重视财务风险的评估和规避，其结果是使效用理论、线性规划、对策论、概率分布、

模拟技术等数量方法在财务管理工作中的应用与日俱增。财务风险问题与财务预测、决策数

量化受到高度重视。 

随着数学方法、应用统计、优化理论与电子计算机等先进方法和手段在财务管理中的应

用，公司财务管理理论发生了一场“革命”，财务分析向精确方向飞速发展。20 世纪 80 年代诞

生了财务管理信息系统。90 年代中期以来，计算机技术、电子通信技术和网络技术发展迅猛。

财务管理的一场伟大革命—— 网络财务管理，已经悄然到来。一个企业要想发展就必须增加投

入，也就是说人力、财力、物力都应该增加，而且资金的流动形式，要在财务上得到全面反

映。一个企业要想生存，就应该能够做到：收入能够抵偿支出，到期偿还负债。所以，财务

管理是一切管理的的基础，是企业这座大厦的地基。就目前的财务管理发展情况来看，财务

管理的智能化也是未来发展的趋势。以现在的财务软件为例，像智点财务软件，只需录入凭

证就能自动生成财务报表。这减少了会计人员很多的工作量，提高了工作效率。实际上这也

是财务管理的一部分。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未来的财务管理模式将更加令人期待。 

1.1.2  财务管理的概念和价值定位 

1. 财务管理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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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管理是企业再生产过程中组织各项财务活动、处理与各方面财务关系的一项经济管理

工作。一般而言，财务管理（Financial Management）是在一定的整体目标下，关于资产的购置

（投资）、资本的融通（筹资）、经营中现金流量（营运资金）以及利润分配的管理。西方财务学

主要由三大领域构成，即公司财务（Corporation Finance）、投资学（Investments）和宏观财务

（Macro Finance）。其中，公司财务在我国常被译为“公司理财学”或“企业财务管理”。任何组织

都需要财务管理，但是营利性组织与非营利性组织的财务管理有较大区别。本教材讨论的是

营利性组织的财务管理，即企业财务管理，一般简称财务管理。因此，在我国，财务管理可看

作是企业管理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根据财经法规制度，按照财务管理的原则，组织企业财务活

动、处理财务关系的一项经济管理工作。企业财务管理是以企业价值最大化为目标所开展的

一系列财务活动，包含筹资、投资、资金的营运、利润分配等财务活动过程。财务活动伴随

着生产经营活动的过程不断反复进行，这一财务活动就是财务管理。它是一种价值管理，主

要利用资金、成本、收入、利润等价值指标，运用财务预测、财务决策、财务运算、财务控

制、财务分析等手段来组织企业中价值的形成、实现和分配。因此，它具有很强的综合性。 

2. 财务管理的价值定位 

在实际工作中，有可能会遇到以下情形：当财务部门用年度预算来考核各级部门费用时，

面对超支部门的反诘：我们的销售规模已大幅改变，你们财务还用大半年前确定的数据来考

核，太不合理了。在月度业务汇报会上，面对一个个部门走马灯似的展示汇报，一大堆原始

数据让总经理摸不着头脑：这么多的问题，我该从哪里抓起？要是有人能帮我理出头绪就好

了！在财务部门对审阅的合同或流程提出异议时，也常有业务部门如此抱怨：你们财务部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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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控制这控制那，再控制下去业务都被你们控制死了，有本事你们财务能提些建设性的建

议！或者，因为财务部门一贯的无所作为，业务部门在架构交易的过程中从未让财务参与，

财务只是在汇总结果时才发现公司蒙受了损失（比如多付了不必要的关税等）。 

类似的困惑和问题一定还有不少，它们都和财务部门的定位与价值贡献有直接关系。企

业财务管理是通过价值形态对企业资金运动进行决策、计划和控制的综合性管理。因此，财

务部门不同于其他部门，本身并不能创造什么价值。但由于企业财务管理需要直接向管理层

提供第一手的信息，因此，企业财务管理实际上是一个隐性的管理部门。那么，企业财务部

门应该怎样化解以上困惑呢？显然，企业财务管理应该明晰以下四个价值定位： 

第一，采用科学的现代化财务管理方法。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和市场需要，采取财务管理、

信息管理等多种方法，注重企业经济的预测、测算、平衡等，求得管理方法与企业需求的结合。 

第二，明晰市场的发展状况。一切目标、方法要通过市场运作来实现，市场是开展竞争、

优胜劣汰的地方。企业财务管理体系的运作要有的放矢，适应和驾驭千变万化的市场需求，

以求得企业的长足发展。 

第三，取得真实、完整、准确的会计核算资料。企业的会计数据及资料是企业历史的再

现，这些数据和资料经过整理、计算、分析后，具有相当的借鉴价值，因此，要务求会计资

料所反映的内容真实、完整、准确。 

第四，建立健全社会诚信机制。要求具体的操作者和执行者在社会经济运作中遵纪守法，

严守惯例和规则，不断树立企业诚实、可靠的信誉，绝不允许有半点含糊，因为企业诚信度

的高低预示着企业的发展与衰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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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财务管理的基本理论、内容和影响因素 

1.2.1  基本理论 

1. 资本结构理论 

资本结构理论（Capital Structure）是研究公司筹资方式及结构与公司市场价值关系的理论。

1958 年莫迪利安尼和米勒的研究结论是：在完善和有效率的金融市场上，企业价值与资本结

构和股利政策无关，即 MM 理论。米勒因 MM 理论获得 1990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莫迪利尼

亚于 1985 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2. 现代资产组合理论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现代资产组合理论是关于最佳投资组合的理论。1952 年马科维茨提出了该理论，他的研

究结论是：只要不同资产之间的收益变化不完全正相关，就可以通过资产组合方式来降低投

资风险。马科维茨因此获得 1990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是研究风

险与收益关系的理论，夏普等人的研究结论是：单项资产的风险收益率取决于无风险收益率，

市场组合的风险收益率和该风险资产的风险。夏普因此获得 1990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3. 期权定价理论 

期权定价理论（Option Pricing Model）是有关期权（股票期权、外汇期权、股票指数期权、

可转换债券、可转换优先股、认股权证等）的价值或理论价格确定的理论。1973 年斯科尔斯

提出了期权定价模型，又称 B-S 模型。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期权交易已成为世界金融领域的主

旋律，斯科尔斯和莫顿因此获得 1997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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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有效市场假说 

有效市场假说（Efficient Markets Hypothesis，EMH）是研究资本市场上证券价格对信息

反映程度的理论。若资本市场在证券价格中充分反映了全部相关信息，则称资本市场为有效

率的。在这种市场上，证券交易不可能取得经济利益，该理论的主要贡献者是法玛。 

5. 代理理论 

代理理论（Agency Theory）是研究不同筹资方式和不同资本结构下代理成本的高低，以

及如何降低代理成本以提高公司价值的理论。该理论的主要贡献者是詹森和麦科林。 

6. 信息不对称理论 

信息不对称理论（Asymmetric Information）是指公司内外部人员对公司实际经营状况了

解的程度不同的理论，即在公司有关人员中存在着信息不对称，这种信息不对称会造成对公

司价值的不同判断。 

1.2.2  内  容 

1. 财务活动的内涵 

企业的财务活动主要包括筹资、投资、资金营运和资金分配等活动，贯穿于企业经营过

程的始终。这是由企业资金及其运动所决定的。首先，资金的筹集是企业资金运动的起点，

是企业资金投资或使用的前提。筹资活动事关企业的成败。企业筹资种类多种多样，具体分

类如表 1.1 所示。其次，投资是企业财务管理的关键环节，是财务管理的中心。再次，资金营

运是资金在企业日常经营活动中发生的一系列资金收付行为。最后，收益和利润分配管理是



CAIWU GUANLI/财务管理 

16 

企业财务管理的最后环节，也是企业财务管理的终点。 

表 1.1  筹资分类及其特点 

分类依据 分  类 特  点 

期限 

短期金融市场 

（货币市场） 

1. 交易期限短； 

2. 交易目的是满足短期资金周转的需要； 

3. 所交易的金融工具具有较强的货币性 

长期金融市场 

（资本市场） 

1. 交易的主要目的是满足长期投资性资金的供求需要； 

2. 收益性较高而流动性差； 

3. 资金借贷量大； 

4. 价格变动幅度大 

证券交易 

的方式 

和次数 

初级市场 

（发行市场或一级市场） 

1. 新发证券的市场，使预先存在的资产交易成为可能； 

2.“新货市场” 

次级市场 

（二级市场或流通市场） 

1. 是现有金融资产的交易所； 

2.“旧货市场” 

金融工具
的属性 

基础性金融市场 以基础性金融工具为交易对象，如商业票据、股票、债券交易市场 

金融衍生品市场 以金融衍生产品为交易对象，如期贷、期权、远期、掉期市场等 

2. 财务管理的内容 

一个公司的财务管理包含很多的内容，如公司资产购置与管理，现金的流量，利润的分

配，甚至公司的筹资，都是财务管理的一部分。一个公司财务管理系统掌握着公司的命脉，

可以说它是公司的心脏。因而，财务管理笼统上包括资本的融通（筹资），公司资产的购置及

管理，资金筹措及管理，公司运营资金管理，以及最终的利润分配管理等。 

（1）企业筹资管理。 

筹资是指筹集资金。企业发行股票、发行债券、取得借款、赊购和租赁等行为都属于筹

资。筹资决策决定如何取得企业所需要的资本，包括向谁、在什么时候、筹集多少资本等。筹

资决策的核心是满足企业融资的需要，在多种渠道、多种方式的筹资条件下，利用不同的筹资

方式力求筹集到最经济、资金成本最低的资金。其基本思想是实现资金来源的最佳结构，即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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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平均资金成本率达到最低限度时的资金来源结构。筹资决策是企业财务管理相对于投资决

策的另一重要决策。资本的融通（筹资），指企业根据其生产经营、对外投资和调整资本结构的

需要，通过筹资渠道和资本（金）市场，运用筹资方式，经济有效地筹集企业所需的资本（金）

的财务行为。筹资的方式主要有筹措股权资金和筹措债务资金。筹资管理的目的为满足公司

资金需求，降低资金成本，增加公司的利益，减少相关风险。资金筹措及管理，也叫做公司

融资又称企业融资，是指由现有企业筹集资金并完成项目的投资建设，无论项目建成之前或

之后，都不出现新的独立法人。其特点就是公司作为投资者，做出投资决策，承担投资风险，

也承担决策责任。以长期负债的贷款为例，虽然贷款和其他债务资金实际上都是用于项目投

资，但是债务方是公司而不是项目，整个公司的现金流量和资产都可用于偿还债务、提供担

保—— 也就是说债权人对债务有完全的追索权，即使项目失败也必须由公司还贷，因而贷款的

风险程度相对较低。所以，在实际筹资过程中，可以根据公司资本的需求，制定并实施短、中、

长期负债之间的配比，采用银行授信、贷款、委托贷款、信用凭证等方式相结合的融资计划。 

（2）企业投资管理。 

投资是指以收回现金并取得收益为目的而发生的现金流出。长期投资决策是指拟订长期

投资方案，对长期投资方案进行分析、评价，选择最佳长期投资方案的过程。长期投资决策

中需要运用货币时间价值与投资风险价值，还要掌握资金成本与现金流量以计算货币时间价

值。财务经理主要关心长期投资财务问题，也就是现金流量的规模（期望回收多少现金）、时

间（何时回收现金）和风险（回收现金的可能性如何）。 

（3）企业运营资本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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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会计的角度看，营运资本是指流动资产与流动负债的净额，即可用来偿还支付义务的

流动资产减去支付义务的流动负债的差额。所以，营运资本管理是对企业流动资产及流动负

债的管理。一个企业要维持正常的运转就必须拥有适量的营运资本，因此营运资本管理是企

业财务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据调查，财务经理 60%的时间都用于营运资本管理。营运资本

管理必须解决流动资产和流动负债的问题。一方面是企业应该投资多少在流动资产上，即资

金运用的管理（现金管理、应收账款管理和存货管理）；另一方面是企业应该怎样进行流动资

产的融资，即资金筹措的管理（银行短期借款的管理和商业信用的管理）。公司运营资金管理，

是对企业流动资产及流动负债的管理。一个企业要维持正常运转就必须要拥有适量的营运资

金，因此营运资金管理是企业财务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特点就是：① 周转时间短。根据

这一特点，说明营运资金可以通过短期筹资的方式加以解决。② 非现金形态的营运资金如存

货、应收账款、短期有价证券等容易变现，这一点对企业应付临时性的资金需求有重要意义。

③ 数量具有波动性。流动资产或流动负债容易受内外部条件的影响，数量的波动往往很大。

④ 来源具有多样性。营运资金的需求问题既可通过长期筹资方式解决，也可通过短期筹资方

式解决。仅短期筹资就有银行短期借款、短期融资、商业信用、票据贴现等多种方式。 

（4）企业利润分配管理。 

利润分配管理，利润分配的一般程序是指企业实现企业经营所得后，应先用于哪些方面，

后用于哪些方面的先后顺序问题，也可以说是利润的确认和计量。企业年度决算后实现的利

润总额，要在国家、企业的所有者和企业之间进行分配。利润分配关系着国家、企业、职工

及所有者各方面的利益，是一项政策性较强的工作，必须严格按照国家的法规和制度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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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分配的结果是形成了国家的所得税收入、投资者的投资报酬和企业的留用利润等不同的

项目，其中企业的留用利润是指盈余公积金、公益金和未分配利润。由于税法具有强制性和

固定性，缴纳税款是每个企业必须履行的义务，从这个意义上看，财务管理中的利润分配，

主要指企业的净利润分配，利润分配的实质就是确定给投资者分红与企业留用利润的比例。   

1.2.3  影响因素 

企业财务管理目标受不同时期、不同理财环境、不同国度等因素的影响，归纳起来这些

目标都受到以下共同因素的影响。 

1. 财务管理主体 

财务管理主体是指企业的财务管理活动应限制在一定的组织内，明确了财务管理的空间

范围。自主理财的确立，使得财务管理活动成为企业总体目标的具体体现，这为正确确立企

业财务管理目标奠定了理论基础。 

2. 财务管理环境 

财务管理环境包括经济环境、法律环境、社会文化环境等财务管理的宏观环境，还包括

企业类型、市场环境、采购环境、生产环境等财务管理的微观环境，财务管理环境同样也是

影响财务管理目标的主要因素之一。 

3. 企业利益集团利益关系 

企业利益集团是指与企业产生利益关系的群体。现代企业制度下，企业的利益集团已不

仅仅是单纯的企业所有者，影响财务管理目标的利益集团包括企业所有者、企业债权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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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和企业职工等方面。所以，不能将企业财务管理目标仅仅归结为某一集团的目标，而应该

是各利益集团利益的综合体现。 

4. 社会责任 

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在从事生产经营活动、获取正常收益的同时，应当承担的相应的社会

责任。企业财务管理目标和社会责任客观上存在矛盾：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会造成利润和股东

财富的减少。 

企业财务管理目标和社会责任也有一致性：首先，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大多是法律所规定

的，如消除环境污染、保护消费者权益等，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完成，必须以承担社会责任

为前提。其次，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为社会多做贡献，有利于企业树立良好形象，也有

利于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实现。 

1.3  财务管理的职能、主体、对象和财务关系 

1.3.1  财务管理的职能 

1. 含义 

传统的财务职能理论在引入产权思想后，以财务分层理论为基础，从财务管理主体（所

有者和经营者）角度来研究财务职能更具科学性。从该角度定义的财务职能更倾向于是使所

有者和经营者为实现企业目标而共同进行的财务管理所具有的职责和功能。把所有者的财务

职能定义为决策、监督和调控，经营者的财务职能为组织、协调和控制。“二权分立”能更好地

使财务职能得以迅速实现，提高效率。财务管理的职能是由财务管理的性质决定的。财务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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