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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运营资金管理发展报告（2008-2010）》旨在系统考察国内外营运资金管理研究的进展和成果，
客观描绘营运资金管理实践的发展进程和基本特征，全面收集营运资金管理的文献资料和信息数据，
进而深入探究营运资金管理发展趋势和发展规律。
这不仅对进一步推进营运资金管理的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不断提升营运资金管理实践的
水平无疑也具有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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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竹泉，男，1965年5月生，山东栖霞人，管理学（会计学）博士。
现为中国海洋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任管理学院副院长兼会计学系主任、中国企业营运资金管理研
究中心主任等。
荣获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财政部首批全国会计学术领军（后备）人才、首届青岛高校名师、青岛
市专业技术拔尖人才、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等荣誉称号。
主要学术兼职：《中国会计研究与教育》主编、中国会计学会教育分会常务理事、中国会计学会财务
成本分会常务理事、中国会计学会计基础理论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会计学会国际交流专业委员会委
员等。
主要研究方向：营运资金管理、利益相关者会计与价值管理。
连续主持上述方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3项，公开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其中在《会计研究》上发
表15篇。
出版学术专著两部，主编、主译教材多部。
研究成果获山东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湖北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一等奖、青岛市
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山东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二等奖、中国会计学会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中国会
计学会财务成本分会学术创新奖等多项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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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实践层面来看，根据美国REL咨询公司和CFO杂志2006年发布的营运资金调查（The
2006Working Capital Survey）显示，美国企业（不含汽车行业）2005年应收账款周转天数（DSO）
为39.3天，存货周转天数（DIO）为29.9天。
与2004年相比分别降低了3.9％和2.6％，整个营运资金周转天数则降低了4.0％。
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企业相比，我国企业的营运资金管理绩效普遍处于较低水平。
根据邓白氏国际信息咨询（上海）有限公司2004年公布的一项对中国企业的调查结果显示，各行业平
均应收账款周转天数（DSO）为：贸易业61天，服务业105天，制造业48天，由此可见，中国企业所有
行业的应收账款平均周转速度只相当于美国企业的2／3左右；另外，根据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
对上证50指数成份股公司的信用评级资料显示，2004年上证50企业的平均存货周转天数为90天，由此
不难推算出其周转速度仅为美国企业平均周转速度的1／3。
落后的营运资金管理绩效与缺乏先进的营运资金管理理论的指导是不无关系的。
 　　本研究团队对加强营运资金管理基础理论研究和营运资金管理数据平台建设的紧迫性高度关注。
我们认为，加强营运资金管理基础理论研究不仅是发展和创新财务理论的需要，而且对于改变我国企
业营运资金管理落后的现状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加强营运资金管理数据平台的建设则不仅可以为我国提升营运资金管理基础理论研究水平提供良好的
数据支持，而且对于提高我国企业对营运资金管理重要性的认识，推动我国企业营运资金管理水平的
不断提高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作为本研究团队的重要研究成果之一，《营运资金管理发展报告系列丛书》将集中反映营运资金管理
领域的研究进展、实践状况和数据信息。
短期内，《营运资金管理发展报告系列丛书》将以反映国内营运资金管理的发展状况为主要内容，但
从长远发展来看，《营运资金管理发展报告系列丛书》将全面展现国内外营运资金管理的发展状况，
并真正发挥营运资金管理“思想库”、“文献库”、“案例库”和“信息库”的功能。
 　　二、文献综述 　　（一）国外营运资金管理研究文献综述 　　通过对国外营运资金管理研究文
献的分析，我们发现其营运资金管理的研究主要表现出以下三方面的特点： 　　1.营运资金管理研究
内容：从单独流动资产管理到整体营运资金管理 　　国外关于营运资金管理的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
。
但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营运资金管理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对各营运资金项目（主要是应收账款、存货
等流动资产）如何进行优化。
W.D.Knight（1972）指出：单独研究每项流动资产的最优水平是不合适的，当将各项流动资产上的投
资联合起来进行研究时，决策的性质不应当是最优化，而应该是满意化。
Keith V.Smith（1979）指出：关于单个营运资金项目管理的研究已有很大进展，但将营运资金作为一
个整体进行研究却没有多少进展，并首次探讨了整体营运资金规划与控制的内容；1989年，John
J.Hampton & Cecilia L.Wagner出版了《营运资金管理》一书，其内容已经不仅包括流动资产管理，而且
拓展到了信用评级、短期融资、消费者信贷等内容。
即：从盈利性和风险性两个角度考察，将流动资金的存量配置（即投资政策）与其相应的资金来源（
即融资政策）联系起来，从总体上进行观察和研究如何据此制定合理的营运资金管理政策。
这种基本内容框架一直保持到现在，未发生明显的变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外主流财务学刊上已很少看到关于营运资金管理的专门研究。
但是，企业营运资金管理实践的创新却从未停止，一些咨询机构和以实务为导向的杂志在跟踪日新月
异的营运资金管理实践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这方面较为突出的应该首推美国REL咨询公司和CFO杂
志开展的对美国最大的1000家企业的营运资金调查（The Working Capital Survey）。
该调查始于1997年，每年发布一次年度调查报告，除分行业对所调查企业按营运资金管理绩效进行排
名外，还对企业营运资金管理的热点和趋势进行评述。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该项调查不仅引导企业要从整体上管理营运资金，而且把营运资金管理与供应链
管理紧密联系了起来，使营运资金管理的方法逐渐从单纯的数学方法中摆脱出来，开始转向以供应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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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优化和管理为重心，这种转变同时拓展了营运资金管理的研究视野和研究内容。
 　　2.营运资金管理绩效评价：从流动资产周转率到营运资金周转期 　　与营运资金管理研究内容相
适应，早期的营运资金管理绩效评价多采用流动资产周转率（或周转期）指标进行评价，主要衡量企
业各项流动资产的周转效率。
常用指标有：存货周转率（或周转期）、应收账款周转率（或周转期）等。
由于这些指标只能孤立地考察营运资金中的流动资产部分的管理状况，忽视对这些项目之间内在联系
的考察，因而导致企业在应用这些指标时经常出现冲突和矛盾（比如放宽信用政策虽然有利于存货销
售，从而加快存货周转率，但又会增加应收账款占用额，并使应收账款周转率降低）。
更为严重的是，这些指标根本没有涉及营运资金中的流动负债部分，所以很难从总体上把握存货、应
收账款、应付账款周转及其变化对营运资金的具体影响程度，难以判断营运资金管理策略变化或调整
在某一比率上的改善能否抵消在其他比率上造成的恶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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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王竹泉教授长期从事企业营运资金管理研究，将营运资金管理研究与渠道管理等领域的研究相结
合，以营运资金的重新分类为切入点，全面总结实践经验，潜心从事营运资金管理的学术研究和理论
创新。
他领导中国企业营运资金管理研究中心持续开展中国上市公司营运资金管理调查，发布“中国上市公
司营运资金管理绩效排行榜”，积极推进营运资金管理研究与应用的结合，所形成的以《营运资金管
理发展报告系列丛书》为代表的研究成果处于国内领先水平。
　　——中国会计学会副会长、上海财经大学副校长 孙铮　　　　将营运资金管理与渠道管理、供应
链管理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不仅是营运资金管理理论创新发展的重要选择，而且是顺应经济全球化潮
流、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的适时之举。
《营运资金管理发展报告系列丛书》，不仅对于把握企业营运资金管理的现状及其变动趋势进而探索
总结企业提升营运资金管理绩效的策略和模式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也将为全球产业链的设计与优化提
供重要的数据支持，因此，将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应用前景。
　　——中国会计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戴德明　　　　《营运资金管理发展报告系列丛书
》以独具特色的“基于渠道管理的营运资金管理理论”为指导，以年度报告的形式全面反映国内外营
运资金管理的理论和实践进展，系统汇集营运资金管理的文献资料和数据信息，探索总结营运资金管
理的客观规律和发展趋势，堪称营运资金管理的思想库、文献库和信息库，必将成为营运资金管理研
究和实践者的良师益友。
　　——国家“985工程”项目厦门大举财务管理与会计研究院院长、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厦
门大学会计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闽江学者特聘教授 曲晓辉　　　　渠道与供应链管理已成为决定营运
资金管理绩效的战略性因素。
《营运资金管理发展报告系列丛书》以“基于渠道管理的营运资金管理”为主线，在分行业、分地区
考察中国上市公司营运资金管理发展现状和动态趋势的基础上。
总结提炼出行之有效的营运资金管理创新模式，并整理形成了系统的中国上市公司营运资金管理数据
库。
对于企业提升营运资金管理水平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大唐电信科技产业集团总会计师 高永岗　　　　营运资金管理是企业财务管理的重心所在，
其管理的好坏决定着企业的成败得失。
《营运资金管理发展报告系列丛书》在总结国内外营运资金管理理论研究最新进展的同时，每年分行
业、分地区和分专题对营运资金管理实践进行调查，全面反映营运资金管理实践的发展动态和数据信
息，堪称营运资金管理领域的思想库、文献库和信息库，必将成为企业营运资金管理实践的良师益友
。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财务资产部副总经理 陆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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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随着营运资金管理对企业在全球化竞争中取胜的决定性作用的日益突出，《营运资金管理发展报
告（2008-2010）》的应用前景必将越来越广阔。
期待《营运资金管理发展报告（2008-2010）》不仅成为营运资金管理研究的“思想库”、“文献库”
和“信息库”，而且成为国内外营运资金管理实践者的良师益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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