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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应收账款管理是国有企业资金运营的重中之重，其管理水平直接影响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与企业财务健康

水平。本文系统分析了当前形势下国有企业应收账款管理中存在的若干问题：制度缺失、信用评估不足、

账龄结构失衡等，并提出对应的优化策略：完善管理制度、强化客户信用评估、优化账龄监控、建立专

业催收机制及推进信息化建设。同时结合供应链金融、大数据技术等创新工具，探讨了应收账款管理的

未来发展方向，为国有企业提升资金周转效率、防范坏账风险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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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unts receivable management is a critical component of capital operations in state-owned en-
terprises (SOEs), with its efficacy directly influencing the preservation and appreciation of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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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wned assets and the financial health of enterprise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chal-
lenges faced by SOEs in accounts receivable management under current conditions, including insti-
tutional gaps, insufficient credit evaluations, and imbalanced aging structures. Corresponding opti-
mization strategies are proposed: refining management systems, strengthening client credit assess-
ments, optimizing aging structure monitoring, establishing professional collection mechanisms, and 
advancing digitalization initiatives. Additionally, by leveraging innovative tools such as supply chain 
finance and big data technologies, the study explores future directions for accounts receivable man-
agement. These findings provide both theoretical frameworks and practical insights to enhance capi-
tal turnover efficiency and mitigate bad debt risks for SO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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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应收账款是企业因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或服务等经营活动，应向客户收取但尚未收到的款项，是企

业资金周转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国有企业而言，有效的应收账款管理不仅关乎企业的资金流动性和财

务健康水平，更是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重要支撑和保障。[1]在当前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下，国有企业面

临着应收账款规模不断扩大、逾期风险攀升等挑战，加强应收账款管理显得更为重要。 
现有研究方面，杨梅(2025) [2]认为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和竞争日益加剧的背景下，国有企业的应收

账款管理直接影响国有企业资金链的稳定性和运营效率。辜翠翠(2025) [3]提出在国有企业的经营活动中，

因提供商品和服务产生的，预期应从客户处获得的货币资金，称为应收账款。在国有企业的日常运营活动中，

应收账款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是国有企业资金流动的关键途径，国有企业运营过程中，因应收账款的

存在，导致资金循环周期延长，进而加剧了经营活动的风险程度，对于国有企业而言，优化应收账款管理流

程，有效减少坏账风险，是当前聚焦的关键议题。刘鑫(2025) [4]指出应收账款是企业资产管理需关注的重点，

若回收不及时，容易因大量的呆账、坏账，产生相应的经济损失，甚至会出现经营危机，因此需要企业加强

重视。本文研究国有企业应收账款内部控制体系建设工作，文章先阐述了相关概念、分析内部控制体系建设

的意义，接着探究应收账款内部控制体系建设的不足，包括：客户信用管理不到位、合同管理规范性不足、

催收机制急需完善、监督力度有待提升、系统建设较为滞后等。 
本研究采用混合研究方法，通过定量分析与质性研究相结合的方式展开。数据采集涵盖三个维度：

一是财政部、国资委等官方机构发布的 2019~2023 年国有企业财务运营报告；二是沪深交易所披露的 126
家国有上市公司年报数据，重点提取应收账款周转率、账龄结构、坏账计提比例等关键指标，展开定量

和定性分析。 

2. 国有企业应收账款管理的重要性 

2.1. 保障资金周转与财务稳定 

及时收回应收款项能够确保企业有充足资金用于日常运营、原材料/设备购置、工资支付等，维持企

业资金的正常流转。避免因资金链断裂而陷入财务困局，有效维持企业财务稳定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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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提升经营效益与竞争力 

良好的应收账款管理可以降低企业的资金占用成本，提高资金运用效率，进而提升企业的经营效益，

而良好的资金状况有利于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维持有利势态，提升企业竞争优势。 

2.3. 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加大应收账款管理力度能够有效防范坏账风险，防止因应收账款无法收回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确保

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履行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 

3. 国有企业应收账款管理现状 

3.1. 理论构建维度 

在国有企业应收账款管理的理论构建层面，亟需构建多维度理论框架解释现存问题。供应链金融理

论(宋华，2019) [5]揭示了账龄结构问题的本质在于资金流动效率低下，交易成本理论则从制度经济学角

度指出管理缺陷源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监督成本过高。基于 COSO 内部控制框架(2013 版)的系统重构显

示，央企平均应收账款周转天数达 97 天，根本原因在于风险评估模块的失效[6]。根据企业预警通 2024
年 9 月 19 日发布的报告，有地方国企的 3 年以上账龄应收账款占比达 10.41%，这要求必须严格执行《企

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关于预期信用损失的计量规则。 

3.2. 实践操作层面 

中国中车实施的“四位一体”模式将资产证券化比例提升至应收账款总额的 15%，配套的清收奖金

公式(基础回款额 × 1% + 超额 × 3% − 坏账 × 5%)使逾期账款下降 37%。[7]  
典型案例的行业差异分析共同印证了“三重审批”机制的必要性——当赊销额超合同 15%时需财务

总监、总法律顾问、总经理联签。管理成熟度评估模型的应用表明，处于初级阶段(<60 分)的国企其坏账

损失率通常是高级阶段企业的 3.2 倍，这驱动着更多企业向智能化预警(>80 分)转型。量化指标体系监测

显示，实施“账龄阶梯管理法”的企业，91~180 天账款的回收率提升 26 个百分点，而智能催收机器人的

应用使 180+天账款的催收成本降低 42%。这些实践数据的积累，为构建具有行业特性的应收账款管理范

式提供了实证支撑。 

3.3. 行业异质性实证分析 

行业运营特性对应收账款管理效能存在显著影响。基于财政部 2023 年《国有企业运营质量报告》对

412 家央企及省属国企的统计分析，能源行业(含煤炭、电力)因基础设施专用性高且结算周期固定，应收

账款平均周转天数达 135 天，较建筑行业 92 天高出 46.5% (原误作 45 天)，而制造业(装备类)为 103 天，

验证了威廉姆森(1985)资产专用性理论中“特定资产投资增加契约执行成本”的论断。沪深交易所 2022 年

报数据显示，能源企业 3 年以上账龄应收款占比均值为 14.2%，较制造业 8.7%高出 63.2%，建筑业坏账计

提比例中位数为 5.3%，超过全行业均值 3.8%的 39.5%，这归因于奥利弗·哈特(2016) [8]不完全契约理论

所指出的“长期工程项目难以预先约定所有风险条款”。典型案例证实该机理：某港口集团信用评级报告

披露，旗下某公司与七家公司开展无商业实质的贸易业务，虚增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和利润总额，其中，

2018 年、2019 年、2020 年和 2021 年分别虚增收入约 21.2 亿元、39.47 亿元、24.82 亿元、0.75 亿元，合

计达 86.24 亿元，虚增利润分别为 0.21 亿元、0.39 亿元、0.44 亿元、0.75 亿元，合计达 1.79 亿元[9]。 

3.4. 智能化转型效果验证 

国有企业在应收账款管理中推进智能化转型，已通过实际案例验证了其在提升效率、降低风险、优

https://doi.org/10.12677/mm.2025.157188


党铮 
 

 

DOI: 10.12677/mm.2025.157188 68 现代管理 
 

化资金周转等方面的显著成效：宁夏国资委构建的“穿透式资金监管平台”覆盖全区 278 户国有企业、

1711 个银行账户，实现对资金流的实时监控。该平台应用 AI 算法动态筛查异常交易，累计预警风险信

息超 1.2 万条(包括大额支出、非工作日转账等)，指导企业注销低效账户 74 个，有效堵塞资金漏洞。同

时，监管响应速度从“人工逐级上报”升级为“秒级响应”，整体效率提升超 80%，穿透式监管平台推

动宁夏国企 424 个低效账户清理，资金归集效率提高 90% [10]；中国航油通过 API 接口将启信慧眼风控

系统嵌入合同管理模块，实现交易对象档案创建时间从 30~60 分钟缩短至 10 秒，并对数百家子公司的经

营风险、司法诉讼等 70 余项指标实时监控，错误率显著降低，风控模式从“事后应对”转向“事前预防”

[11]。 

3.5. 存在的问题 

3.5.1. 管理制度不完善 
部分国有企业应收账款管理制度薄弱，现有制度不成体系，缺乏系统性与全面性，以及当前管理未

严格按照制度执行。导致应收账款管理流程不规范、不标准，职责分工界定不清，审批环节缺失或流于

形式，严重影响应收账款管理的效率与效果。 

3.5.2. 客户信用管理薄弱 
未建立有效的客户管理及预期预警机制。没有实现项目执行的全过程管理，项目进度管理与清收工

作联系不够紧密，未能在合同执行的关键节点对应收账款的催收进行前置提醒。缺乏有效的客户信用管

理体系，在合同签订和执行过程中，缺乏对债务人资信状况和经营状况的持续跟踪，特别是没有根据企

业经营状况好坏、支款状态及时调整应收账款清收策略，导致催收困难。 

3.5.3. 账龄结构不合理 
国有企业的应收账款账龄通常较长，逾期比例相对较高。一些企业忽视应收账款账龄管理，未能及

时采取有效的应收账款催收举措，导致应收账款长时间挂账现象，资金回收难度明显加大，坏账风险不

断攀升。 

3.5.4. 催收机制不健全 
在国有企业的应收账款管理中，催收这项工作缺乏专业机制，仍存在清收责任划分不清、领导班子

成员指标不明确、拟清收的重点客户不突出、奖罚措施不明确、没有将清收目标按区域和进度细分到人

员、清收手段比较单一等问题。对账龄较长以及逾期应收账款缺乏有效的应对方案，导致部分账款无法

收回，严重影响企业资金流动性。 

3.5.5. 信息化建设滞后 
部分国有企业的信息化水平欠佳，未建立完善的应收账款管理系统。应收账款管理系统与合同管理

系统、财务管理系统等未实现联动机制。导致信息传递不及时、数据存在偏差，管理人员无法动态掌握

应收账款情况，影响决策的科学性和及时性。已建信息系统可能缺乏对客户信用风险的预警和分析功能，

不能提前判断识别潜在的坏账风险。 

4. 国有企业应收账款管理的策略与方法 

4.1. 完善管理制度 

完善应收账款管理的制度与流程体系，明确经营、财务、法务等部门在应收账款管理中的职责与权

限，保障管理工作实现规范化与制度化。严格赊销审批制度，明确界定赊销的条件、额度与期限，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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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赊销业务的风险把控。对金额较大的赊销业务，开展全面的信用评估及审批流程，确保赊销决策科学

合理。实施应收账款考核制度，将应收账款的回收情况与销售人员、相关部门的绩效考核挂钩，激励员

工主动催收回款，提高应收账款的回收率[12]。 
国有企业应构建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制度体系，在合同签订阶段嵌入“双审双控”机制，即由业务部

门与风控部门平行审核客户资质及付款条款，通过 ERP 系统预设赊销额度阈值，当单笔订单金额超过企

业净资产的 1%或账期超过行业平均值的 20%时自动触发高管审批流程。制度执行层面需配套开发“三色

预警”动态监控平台，将应收账款周转天数(DSO)、逾期率、账龄集中度等核心指标纳入实时仪表盘，设

置红(>90 天)、黄(60~90 天)、绿(<60 天)三级预警阈值，并与 OA 系统联动生成督办任务。 

4.2. 加强客户信用管理 

重点加强对客户信用的管理工作，进一步明确和完善重点客户和民营企业的信用标准，从“源头”

解决应收账款盲目增长问题；要根据市场竞争情况、承担风险的能力和客户的资信情况，建立以信用管

理为基础的营销政策。结合信用管理，选配针对性人员，分级落实应收账款管控要求，针对客户信用情

况，形成针对性清收方案，配对、配优、配强应收账款催收责任人。 
客户信用评估需建立“定量 + 定性”的双维模型，定量维度整合纳税等级、司法涉诉、社保缴纳等

12 类政务数据，通过逻辑回归算法计算基础信用分；定性维度引入产业链地位、ESG 评级等非财务指标，

形成 ABCD 四级信用档案。对于 B 级以下客户，系统自动限制其赊销额度不超过合同金额的 30%，并要

求预付款比例不低于 50%。 

4.3. 优化账龄结构 

增强对应收账款账龄的分析及监控，定期对应收账款进行账龄分类，重点聚焦账龄较长、逾期未收

回的账款。按账龄分类结果制定相应的催收策略和措施：对于逾期应收账款，原则上全部发书面形式的

询证对账函，针对没有复函的指派专人催办，做到笔笔有人追；对于逾期三年以上应收账款，原则上全

部采取法律清收手段，做到应诉尽诉；对于长期无法收回的应收账款，应逐项认真研究，采取灵活的清

收方式，综合运用金融、法律、第三方清收手段；对于确实清收难度大、客户不配合，多种形式尝试后仍

回款无望的，坚决采取法律手段进行账款清收；因政策、客户破产等原因，确实无法收回的，要尽力收

集有关证明材料，按规定履行企业内部决策后，依法合规及时核销，同时要倒查责任。最后要加强对新

发生的应收账款的管理，避免账龄过长的情况再次出现。 
实施“账龄阶梯管理法”，将应收账款划分为 0~30 天、31~90 天、91~180 天、180 天以上四个区间，

分别对应差异化的管理策略。针对 30 天内的账款，依托电子发票系统实现自动对账与智能提醒；对 90
天以上的逾期账款，启动“熔断机制”停止后续供货，并运用区块链技术固定债权证据。 

4.4. 强化催收机制 

建立专业的应收账款催收机制，培养高素质的催收人员，重点加强对催收人员的培训和管理，以提

高催收工作的专业水平和效率。催收人员应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谈判技巧与法律知识，能够灵活运用

各种催收手段，有效解决催收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制定科学合理的催收流程和策略，结合客户的实际情况和欠款原因，采用灵活多样的催收手段。在

催收过程中，既要保证催收效果，又要维护良好的客户关系，防止因催收方式不当而影响企业的声誉和

形象。 
加强与律师事务所、资产管理公司等专业第三方机构合作，借助外部力量提高催收成功率。对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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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复杂、疑难的应收账款案件，可委托专业机构进行办理，充分利用其专业优势和资源，提高催收效率

和效果。 
构建“三位一体”的专业催收体系，内部成立跨部门的清收委员会，按“区域 + 行业”维度配置专

职清收团队，制定《清收操作手册》规范 12 类场景应对策略；外部与律师事务所建立战略合作，对 180
天以上账款实施“诉讼 + 保全 + 执行”的标准化流程；引入第三方资产管理公司参与债务重组，通过

债转股、资产置换等创新工具盘活存量债权。 

4.5. 推进信息化建设 

建立先进的应收账款管理系统，实现应收账款的数字化管理，提高数据的精确性与及时性，让管理

人员随时掌握应收账款动态进展，依靠系统自动化功能，实现针对应收账款的账龄分析、逾期提醒、催

收跟踪等功能，提高管理工作的效率及质量。 
采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对客户信用风险做出预判与剖析，预先对潜在的坏账风险发出警报，

为企业决策给予科学支撑，借助对客户数据的深度剖析与挖掘，组建客户信用风险预估模型，实现对客

户信用风险的精细评定及预测，助力企业预先采取防范手段，减少坏账出现的概率。 
推动信息分享与协作，做到销售、财务、法务等部门之间信息互通及业务协同，优化应收账款管理

整体工作效率，依靠信息化系统，各部门可实现客户信息、销售订单信息、应收账款信息等的共享，及

时对工作进行沟通协调，共同促成应收账款管理工作高效开展。 

5. 国有企业应收账款管理的创新与实践 

5.1. 供应链金融应用 

国有企业可充分利用供应链金融工具，如应收账款质押、保理等，盘活应收款项，较早回笼资金，

缓解资金周转压力。与金融机构携手合作，把应收账款用作融资手段，让资金迅速回笼，可大大增进资

金的运用效率。同时，供应链金融可以辅助企业优化财务报表，实现资产负债率降低，增强企业的财务

状况及信用评级。数据驱动的风控模式不仅重构了传统信用管理流程，更衍生出创新性的金融服务——

浙商银行打造应收款链平台，将企业应收账款改造为区块链电子凭证(如“区块链应收款”)，支持拆分、

流转、融资[13]；苏美达纺织有限公司将 47 张、总额超 4300 多万元的应付账款票据上传至江苏金联金融

资产交易中心的数字资产凭证专区，债务人、债权人、尚未履行的债务金额、债务到期日、合同等一目

了然[14]。《浙商银行区块链供应链金融白皮书》(联合浙江大学发布)指出，区块链解决了“应收账款确

权困难”、“融资工具流转难”等痛点，明确将资产上链、智能合约作为健康度管控的技术基础。 

5.2. 大数据与风险管理 

国有企业正深度应用大数据技术，重塑应收账款管理与风险控制范式，实现从被动应对到主动预测、

从静态持有到动态增值的转变，开创“数据驱动金融”新路径。其核心价值在于通过数据整合、模型构

建与流程重构，显著提升资金效率和资产质量。 
在供应链金融层面，创新超越了传统融资功能。通过将应收账款质押、保理等工具与智能技术结合，

国有企业构建了盘活存量资产、加速周转、优化财务结构的多赢生态。 
更具战略意义的是，数据驱动的风控模式催生了金融服务创新，凸显了数据的核心资产价值，并将

其转化为可交易的金融要素。 
大数据技术全方位提升了国有企业风控的广度、深度与响应速度。关键在于打破信息孤岛，整合内

外部数据进行智能分析，构建覆盖客户全生命周期的动态风控体系。中国石油某区域公司的实践是典范

https://doi.org/10.12677/mm.2025.157188


党铮 
 

 

DOI: 10.12677/mm.2025.157188 71 现代管理 
 

[15]： 
强大的数据整合能力：构建了整合内外部数据的大数据风控体系。 
纵向：穿透企业内部核心系统(ERP、CRM 等)，汇集订单、合同、执行、收款全流程数据。 
横向：对接 12 类外部数据源(据该公司实践)，包括税务(企业纳税、开票)、司法(涉诉执行)、央行征

信、市场监管、行业数据库、宏观经济及实时风险舆情等。 
技术支撑：依托 Hadoop 平台，每日高效处理、清洗、存储和分析超 200 万条异构数据(据该公司实

践)。 
先进的信用评分模型： 
算法：采用随机森林算法处理高维特征和非线性关系。 
创新洞察：除传统财务和履约指标外，创新引入宏观动态参数(如“产业链景气指数”权重 15%、“区

域经济波动系数”权重 10%)，深刻捕捉产业链周期与区域经济韧性对客户偿付能力的影响(据该公司模型

设计)。 
实践效果：该模型信用评估准确率较传统方法显著提升 28% (据该公司实践效果)，极大增强了风险

识别的前瞻性与精准性[16]。 
大数据技术通过深度整合内外部数据、构建智能模型(如中国石油案例所示)，正在根本性提升国有企

业应收账款管理和风险控制的效能，实现了从经验判断向数据驱动的范式跃迁。 

5.3. 协同合作与生态建设 

国有企业应进一步加强与上下游企业的合作，协同营造良好的商业信用生态。通过与供应商、客户

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实现信息共享、资源互补、风险分担，共同推进应收账款的管理。例如，与供

应商协商延长付款期限，缓解企业的资金压力；与客户建立信用联盟，共同制定信用政策和风险控制措

施，降低整个供应链的资金风险，实现互利共赢。 

6. 结论与展望 

加强应收账款管理对国有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通过建立健全管理制度、加强

客户信用管理、优化账龄结构、强化催收机制、推进信息化建设等一系列措施，国有企业可有效提高应

收账款的管理水平，降低坏账风险，保障资金周转和财务稳定。同时，随着供应链金融、大数据等新技

术的应用，国有企业的应收账款管理将更加智能化、精细化，为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在未来的发展中，国有企业应不断探索应收账款管理的新模式、新方法，加强与外部机构的合作与

交流，借鉴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持续优化应收账款管理体系。只有这样，国有企业才能在激烈的市

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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