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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集团资金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1. 资金余缺不均，运营效率低下。企业集团往往规模

较大，成员单位众多，日常资金调动频繁。由于各成员单

位经营业务及范围的差异，有的成员单位资金冗余形成

资金沉淀，有的则资金短缺需向外部融资来满足自己的

资金需求。这种资金余缺不均导致企业集团无法充分利

用资金沉淀，加上各自为政的各成员单位与外部银行之

间复杂的结算程序，资金整体运营效率低下。

2. 监管不力，资金安全存在风险。各成员单位独立的

法人资格使其均可独立办理银行业务，多头开户加上成

员单位资金余缺不均，导致企业集团存款和贷款“双高”

的现象十分普遍。而企业集团往往因不完善的资金管理

体系和极易产生的“代理人”问题，对各成员单位资金的

来源、去向、异常资金波动情况无法进行统一而有效的监

管，最终致使企业集团利息负担重，资金安全存在风险。

3. 融资成本高，授信额度受限。未实行资金集中管理

的企业集团往往是各成员单位独立进行融资决策，然而，

由于成员单位资本实力不足、银行担保条件的限制，各成

员单位往往授信额度受限，或不得不付出较高的融资成

本，延长了融资的时间。从企业集团整体来看，贷款总量

和资金借贷成本非常高，无法充分发挥集团资金规模优势。

4. 投资缺乏统一规划。企业集团没有将资金归集起

来进行统一规划，致使独立掌握投资权利的各成员单位

投资随意性较大、投资规模较小，甚至各成员单位间出现

“重叠”的投资项目，失去了资金使用的协同效应。企业集

团无法将资金真正用在“刀刃”上，资金存在巨大的浪费。

二、以“现金池”为依托的资金结算中心功能

企业集团为实现资金集中管理，充分发挥集团资金

规模优势，可通过与各成员单位共同搭建“现金池”，借助

商业银行现金管理系统，对集团各成员单位的资金进行

实时监控、统一调度和集中运作。

建立“现金池”，可通过对各成员单位账户余额上划，

实现资金的实时归集；企业集团资金结算中心对归集来

的资金统一规划和运作，除去预留准备金外，其余部分进

行统一对外投资理财、内部委托贷款，以及支付成员单位

的上存利息等活动。“现金池”资金的来源与去向如下：

企业集团通过资金结算中心对“现金池”进行管理，

可为各成员单位提供统一账户管理、统一贷款管理、统一

资金结算、资金调度和收益分配等资金管理服务，充分实

现资金计划控制、资金结算控制、资金分析监控以及资金

投融资等功能。

三、“现金池”实现前后资金集中管理效益对比分析

1. 企业集团基本情况。例：某企业集团现有 5个成员

单位，其账户余额分别为 8 000万元、13 000万元、11 000
万元、4 000万元、3 500万元。为归集各成员单位冗余资金

形成“现金池”，企业集团规定资金上划限额为 5 000万

元，即对于成员单位账户余额超过 5000万元的部分实行

统一归集至集团母账户。

因此，从目前情况来看，成员单位 1、成员单位 2和成

员单位 3存在资金冗余，需向企业集团上划资金，而成员

单位4与成员单位5存在资金短缺，必须融资满足其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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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企业集团资金结算中心将归集到“现金池”的资金

总额留存 50%作为企业集团预留存款准备金，将剩下的

50%统一调度和运作：其中一部分统一进行对外投资理

财，一部分用作内部成员单位的贷款发放，剩下的则用作

成员单位的存款利息支付。

为了提高成员单位参与资金集中管理的积极性，实

现利益共享，企业集团将成员单位资金集中管理账户的

存款利率按同期银行活期存款利率上浮30%；资金结算中

心发放内部贷款按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下浮10%执行。

利息收入的营业税同样也是影响“现金池”资金管理

损益的因素之一，搭建“现金池”资金管理平台后，对于各

成员单位之间资金的内部调剂，仍然是采取企业委托贷

款的形式，由委托贷款银行代扣代缴委托贷款利息收入

的营业税，其营业税及附加按照5.5%的税率缴纳。

我们假设归集资金运用的机会成本为相同数额的资

金存入银行取得的1年期活期存款收益。分析所用相关数

据见表 1。下文将以年度为单位，对比一年期“现金池”资

金集中管理经济效益。

2.“现金池”资金集中管理实现前经济效益。“现金

池”资金集中管理实现前，各成员单位分别在外部商业银

行独立开户。有资金冗余的成员单位对冗余资金的使用

自行决策，或存入银行获得利息，或进行对外投资；存在

资金短缺的成员单位独立向外部商业银行贷款融资。

从集团总体角度来看，一年后集团所获收益则是各

成员单位（共三个）取得的利息收入之和；成员单位4和成

员单位 5因资本实力较弱，无法取得资金缺口全额的贷

款，假设成员单位 4 与成员单位 5 分别有 1 000 万元和

1 500万元的资金缺口，能够取得的授信额度分别为 500
万元和1 000万元。

实施现金池前集团各成员单位费用如表2所示。分析

可得，企业集团整体实现现金池前发生的成本总额为30.5
万元。

3.“现金池”资金集中管理实现后经济效益。企业集

团实施资金集中管理后，能够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各成

员单位归集到“现金池”的资金总额为17 000万元，“现金

池”可运用额度为归集资金总额的一半，即8 500万元。企

业集团对这笔资金进行统一运作，其中6 000万元用作对

外投资理财，其余的2 500万元用作内部贷款。

一年后企业集团的收入来源为：外部投资理财利息

收入 360万元（6 000×6%）、内部贷款利息收入 135万元

（银行基准贷款利率下浮10%）、预留存款备用金活期存款

收益29.75万元。

费用支出来源为：支付各成员单位的存款利息 77.35
万元（银行活期存款利率上浮 30%）、拿出 8 500万元统

一运作的机会成本29.75万元（银行活期存款利息收入）、

支付委托贷款利息收入的营业税及附加 7.43万元（委托

贷款利息收入×5.5%）、支付银行手续费 19.5万元（额度×
手续费率 0.1%）、需缴纳印花税 1.25万元（内部借贷需缴

纳印花税，即贷款额度×0.5‰）。

集团整体实现现金池后，存在资金冗余的成员单位

损益情况如表3所示，存在资金短缺的成员单位损益情况

如表4所示。

我们将现金池实现后企业集团所有成员单位的损益

合并，则合并后集团整体实现利润总额为389.48万元。

4.“现金池”资金集中管理实现前后经济效益对比分

析。根据上文现金池资金集中管理实现前后分别产生的

经济效益，我们做出合并损益表（见表 5）。通过数据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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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账户余额

资金余缺

授信额度

存贷款利息

成员1

8 000

3 000

10.5

成员2

13 000

8 000

28

成员3

11 000

6 000

21

成员4

4 000

-1 000

500

-30

成员5

3 500

-1 500

1 000

-60

损益

-30.5

表 2 企业集团实现现金池前各成员单位费用情况

注：假设实现现金池前各成员单位根据上划限额做出活

期存贷款决策；上划限额为5 000万元。

单位：万元

成员单位账户余额

上划额度

存款利息（支出）

备用金活期利息

投资理财收益

手续费

机会成本

损益总额

成员1

8 000

3 000

13.65

29.75（8 500×0.35%）

360（6 000×6%）

3

29.75（8 500×0.35%）

265.65

成员2

13 000

8 000

36.4

8

成员3

11 000

6 000

27.3

6

总额

17 000

77.35（-）

29.75（+）

360（+）

17（-）

29.75（-）

表 3 资金冗余成员单位损益表 单位：万元

成员单位账户余额

资金缺口

内部贷款利息（收入）

营业税及附加

手续费

印花税

损益总额

成员4

4 000

1 000

54

2.97

1

0.5

123.83

成员5

3 500

1 500

81

4.46

1.5

0.75

总额

2 500

135（+）

7.43（-）

2.5（-）

1.25（-）

表 4 资金短缺成员单位损益表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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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我们发现，企业集团实现“现金池”资金集中管理之

前，集团整体发生的成本额度为30.5万元，并不能为集团

带来收益，而实现“现金池”资金集中管理之后，集团整体

能够产生389.48万元的收益，经济效益大大增加，说明实

现“现金池”资金集中管理能够显著提升企业集团的经济

效益。

四、“现金池”资金集中管理的效益评价

1. 充分盘活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通过上文模拟

环境下“现金池”实现前后经济效益对比，我们发现实现

“现金池”资金集中管理前，有闲置资金的成员单位只能

将其各自的资金存入银行或独立对外投资，投资不能形

成一定规模，况且各成员单位经济实力相较于集团总部

而言往往较弱，无形之中增大了投资风险。而实现“现金

池”后，企业集团将归集起来的资金统一对外投资，可充

分发挥资金的规模效益，获得更大收益。

2. 增强融资能力，节约财务费用。实现“现金池”资金

集中管理前各成员单位单独对外融资，然而，集团内各成

员单位发展不均衡导致有的成员单位财务状况良好、经

济实力雄厚，获得外部融资较为容易，而有的成员单位财

务状况较差、经济实力相对较弱，往往需要接受外部银行

担保、高利率等筹资条件的限制，或贷不到资金或授信额

度有限。

而实现“现金池”资金集中管理之后，对外融资权利

统一于企业集团，凭借集团的经济实力、行业地位，企业

集团在对外融资时就有了谈判的“筹码”，加上企业集团

与外部银行建立起的合作伙伴关系，企业集团可获得贷

款利率上的优惠，商业银行对企业集团统一授信评级，也

会提高银行授信评级等级。

总体来看，实行“现金池”资金集中管理之后，企业集

团作为一个整体，增强了对外融资能力，同时有利于获得

信贷优惠，节约了财务费用。

3. 强化资金监控，提高经济效益。通过建立“现金池”

实现资金集中管理，各成员单位闲置资金实时归集至“现

金池”，整个资金运营过程都受到集团总部的监控管理，

防止了成员单位“滥用资金”等不规范行为的发生，从而

提高了成员单位资金管理水平。

另外，无论是从各成员单位的角度还是从企业集团

的角度，实现“现金池”资金集中管理之后的经济效益都

有所提高。以上述企业集团为例，具体表现如下：

（1）各成员单位存款利息收入增加。“现金池”相当于

企业集团的内部银行，各成员单位将资金归集至“现金

池”，相当于将资金存入了内部银行，企业集团总部要定

期向各成员单位支付存款利息。为了提高各成员单位将

闲置资金归集至“现金池”的积极性，企业集团可将内部

存款利率调增，这无形之中增加了各成员单位的利息收

入，而其增加额就是在外部银行存款与在集团内部存款

的利息之差。

如在本文的例子中，成员单位1、2、3在实现“现金池”

资金集中管理之前，其在外部银行的存款利息分别为10.5
万元、28万元、21万元。集团实施“现金池”之后，各成员单

位在内部银行的存款利息分别为 13.65万元、36.4万元、

27.3万元；各成员单位的利息收入分别增加了 3.15万元、

8.4万元、6.3万元。

（2）企业集团整体收益增加。实现“现金池”资金集中

管理，可充分实现资源共享、资源合理配置、发挥协同优

势等管理目标，融资规模的扩大、资金使用效率的提高，

以及财务费用的降低，显然有利于实现企业集团整体效

益最大化。

以本文为例，在实现“现金池”资金集中管理之前，不

考虑集团本身自有资金产生的收益，5个成员单位总体的

损益为-30.5万元，意味着各成员单位的存款利息之和不

足以弥补成员单位贷款利息之和。而实现“现金池”管理

之后，投资收益、内部贷款收益、备用金存款收益之和减

去支付成员单位存款利息、机会成本、手续费合计、印花

税合计四者之和，可得到389.48万元的利润收入，企业集

团整体收益明显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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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一、收入

各成员单位存款利息收入

备用金活期利息

投资理财收益

内部贷款利息收入

减：

二、支出

各成员单位贷款利息支出

存款利息支出

手续费合计

营业税及附加

印花税合计

机会成本

三、损益

现金池实现前
年度发生额

59.5

90

-30.5

现金池实现后
年度发生额

29.75

360

135

77.35

19.5

7.43

1.25

29.75

389.48

表 5 现金池实现前后企业集团损益表 单位：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