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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五：企业财务控制 

宝钢集团的现金流量预算管理 

宝山钢铁(集团)公司(以下简称“宝钢”)始建三期工程之初，其一期工程

也进入大规模更新改造阶段，而此时正值国家连年实行货币紧缩政策，国内资

金环境相对缩小，国际钢材市场持续低迷，从而使宝钢面临严峻的资金形势。

为此，宝钢积极贯彻“企业管理以财务管理为中心，财务管理以资金管理为中

心”的管理方针，实行“以现金流量预算为龙头，集中一贯的资金管理”模

式，制定了《资金管理办法》及 15个管理细则，从各方面规范全公司的资金行

为，确保资金安全及有效使用，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 

首先，加强制度建设。资金管理部门根据资金管理内容制定了《资金管理

办法》及《货币资金集中管理细则》、《现金财务管理细则》、《票据财务管理细

则》、《应收账款财务管理细则》、《资金分析管理细则》等 15个管理细则，从各

方面规范全公司的资金行为，以此保证资金管理的一贯性、完整性和有效性。 

其次，通过现金流量预算管理，明确目标，提高财务管理效率。现金流量

预算的编制依据 “以收定支，与成本费用匹配”的原则，采用“零基预算”的

编制方法，按收付实现制反映业绩。具体编制时，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由资

金管理部门制定统一格式、要求；并对各部门预算的子项目进行细化，对所有

数据均要求提供计算公式及对应的业务量，由各预算责任单位根据成本、费用

预算编制现金流量预算。由资金管理部门汇总、初审、平衡后报预算委员会审

查。其间经过多次上下反复、平衡，并与公司的经营目标相对应，最终形成年

度现金流量预算。同时，根据公司年度预算制定各部门的动态现金流量预算，

按季、月、周对各部门的现金流量制定分时段的预算，据以对其日常现金流量

进行动态控制。 

责任部门在执行预算的过程中，需按月上报执行情况并加以说明，由资金

管理部门汇总各部门资金使用情况，跟踪分析(尤其是重大出入项目分析)，及

时反馈信息，以利于各部门调整现金流量控制。 

对现金流量预算的调整，宝钢建立了逐项申报、审批制度，由预算责任部

门提出申请，资金管理部门提出调整意见，预算委员会批准。预算调整分为预

算内调整和预算外调整。预算内调整指总流量不变，在某些项目或部门间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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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预算外调整则指要求增加流量的调整。各部门始终执行最新调整过的预

算，以确保统一口径，即时跟踪经营情况的变化。 

对现金流量预算的监督、考核，则根据各部门现金流量使用的特点，建立

起以预算为基准的指标考核体系。由资金管理部门根据各部门实际执行预算的

业绩，按月、季、半年及年度进行分析，提出相关建议。对预算编制部门考核

预算制定精度，对预算执行部门考核预算完成情况。另外，在项目决策中也应

重视现金流量管理，将项目筹资作为项目取舍的先决条件之一。 

宝钢在设备采购过程中首创将商务谈判、技术谈判、筹资谈判融为一体，

综合评价提供的各项报价，选择综合成本最低的价格成交。例如，1994年签订

购进某机组的合同时得知 OECD将于 7月 15日将贷款利率从 5.95％上调至 7.35

％，于是各路人马立即全力以赴投入谈判，终于在 7月 14日签署了贷款协议，

将利率定在 5.95％，大大降低了该设备的综合成本。 

宝钢在其资金管理中还通过设立财务结算中心，集中管理货币资金，提高

了资金使用效率。1995年、1996年间，宝钢将原分散于各大银行的数十个银行

结算账户进行集中整顿，取消不必要的多头开户，在主办银行(工商银行、建设

银行)分别成立人民币结算中心。同时，对现金流量较大的部门实行“收支两条

线”管理，即收支分户。各部门的收入和支出严格分开在两个账户内结算：收

入户只收不支，支出户只支不收。这样既防止资金在银行之间调拨所引起的在

途损失，又将资金高度集中、充分利用，发挥经济效益。 

此后，为了更进一步提高资金的利用率，宝钢借鉴国外先进的银行账户管

理方式，在结算中心推行“自动划款零余额管理”。即在资金管理部门的委托授

权下，由银行每日上午将资金自动划入各部门的支出账户供其支用；当日营业

结束后将收入账户的余额和支出账户中未用完的余额全部划回资金管理部门的

总账户，各部门的收入、支出账户余额均为零。这样，在整个结算中心所有的

账户中，只有资金管理部门的总账户有余额，其他账户均无余额。 

实行这一新的资金调度方式需要准确的资金计划以及对各银行的资金了如

指掌。为此，资金管理部门要求各部门将每日具体用款额以周计划方式上报，

并通过电脑联网、电话联络等方式，从银行获得每日的存款额，以便根据需要

平衡调度各银行间的资金存量，使全公司的资金沉淀降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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