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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型企业应收账款风险控制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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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当下，市场竞争压力不断加大，为增强自身竞争力，抢占市场份额，部分中小型企业在销售的过程中，广泛应用到赊销这一

模式，虽然提升了销售能力，降低了库存风险，提高了中小型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但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企业应收账款风险，减少了企业的

资金流，阻碍了企业的长远发展。因此，企业负责人需加大重视程度，加强应收账款风险控制力度，降低应收账款风险，降低中小企业财务

风险和经营风险，促进中小企业长远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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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型企业占据我国国民经济的主要地位，对带动国民经济水
平的提升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当下，市场竞争压力不断提升，给中
小企业的长远发展带来了巨大的考验。部分企业采取赊销的方法来
抢占市场，争取客户，扩大销售来源，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竞争
力，但从长远来看，应收账款数量的不断增加给企业资金周转带来
极大压力，阻碍了企业长远发展。

1 中小型企业应收账款风险控制的意义概述
应收账款指的是企业因出售商品或提供服务而需向购买方收

取的款项，其在本质上来说是债权的一种。合理的应收账款可提升
企业的销售量，拓宽销售渠道。但由于受到客户和市场变化等各种
因素制约，应收账款总有一部分无法收回，继而形成呆账和坏账，直
接降低了企业的经济效益，不利于中小企业的长远发展。因此，在中
小型企业中，应加大应收账款风险控制，降低风险出现几率，健全应
收账款风险管控体系，来帮助中小企业实现良性发展。

2 中小型企业应收账款风险控制的问题分析

2.1 风险控制意识较为薄弱
中小企业由于受到资金等因素制约，在生产和经营中通常将销

售放到日常工作的核心地位，注重销售渠道的不断扩大，在销售过
程中不注重对客户信用情况的严加审核，盲目发放赊销额度给受信
企业，以赊销的方式打开市场，抢占市场份额。企业上下风险控制意
识较为薄弱，盲目签订赊销合同，且后续追踪收款不及时，通常只有
在企业出现资金风险的时候才会开展对应收账款的追回工作。导致
大量企业流动现金流被客户所占用，长此以往将使得中小企业陷入
恶性循环过程中，即虽然销售量有所上涨，但应收账款数目越来越
大，加大了呆坏账的出现几率。且很多中小企业为追求经济效益的
最大化，在招聘中不注重引入专业财务人员，应收账款管理水平较
低，在提供债权信息上力度稍弱，时效性较差，一定程度上也加大了
应收账款的风险[1]。

2.2 内部控制制度不够健全
中小企业近年来发展速度较快，但在各项制度的完善上还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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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一定问题，相关财务制度和内控制度并不健全，没有根据企业实
际情况来建立科学的内控制度和财务制度，内控力度不足，缺乏专
业人员，各个部门之间配合程度不高，以某中型企业为例，该企业是
一家销售类企业，销售部门承担着巨大的销售压力，因此，在签订合
同时有着一定的急功近利心理，不注重严加考察客户的相关资质，
盲目签订下赊销合同。正常来说，财务部门需在出现应收账款时及
时督促业务部门进行催款工作，（财务部门需要定期向业务部提供
应收账款余额清单，督促业务部门对账及催收）但财务部门无法直
接参与到销售过程中，销售部门和财务部门在日常工作中没有做到
互相配合，工作上出现极大的脱节，很难及时建立完善的对账工作
机制，发现其中存在的财务问题，导致了应收账款出现较大的风险，
且对于应收账款追回工作也没有规定具体由哪个部门负责完成，进
一步增加了企业的资金风险。工作职责不明确，对宏观市场环境、客
户信用和产品的风险分析力度不足，对于应收账款的监督和管理力
度不足，无法发挥企业内控的重要作用，都极大的增加了企业资金
风险。

2.3 赊销与相互拖欠现象明显
中小企业在销售过程中，为扩大销售渠道，经常采取赊销的方

式来提升自身市场竞争力，但由于盲目追求经济效益，导致在签订
合同时对客户资信情况没有进行详细审核，出现应收账款风险；且
部分企业自身在产品质量上就存在着一系列问题，为了转移商品价
值，以赊销或者先货后款等方式开展销售，导致企业之间出现相互
拖欠现象。以某轴承企业为例，其在经营状况上一直保持良好，产量
和产值上也保持稳定发展状态，利润也在逐年上升，但其仍然存在
着较大的资金问题，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大量客户拖欠货款使得企业
出现严重的资金周转问题，且银行改变了货款的结算方式，对低于
十万金额的货款不再受理托收业务，增加了销售部门的结算难度，
加剧了相互拖欠现象。

3 中小型企业应收账款风险控制的建议分析
3.1 强化应收账款管理意识
为降低企业资金风险，企业负责人需加大应收账款风险管理意

识，在参与竞争的过程中注重对于风险的把控，在提升自身产品质
量和销售服务的同时拓宽销售渠道，降低库存风险。在提升自身的
同时更要选择资信情况较好的客户开展合作，降低账款回收风险，
降低呆坏账出现风险。针对于此，中小企业需在提升应收账款管理
意识的同时建立专项账户，并定期展开核查工作，当出现应收账款
时，财务部门需及时进行各类明细核算，销售部门须与财务部门配
合来核对相关应收账目，确保数据一致，对于重点账款需加大重视
程度和核查力度，减少呆坏账的发生。企业可对回款及时的客户给
予一定的优惠政策，如销售折扣等。更要在企业内部加大培训力度，
提升企业内部员工应收账款管理意识，促使其在开展工作中注重账
款的回收情况。更要加大力度引入专业财务管理人员，提升企业财
务管理水平，来降低各项财务风险，促进企业的良性发展。

3.2 完善客户信用体系
在中小企业加强应收账款风险控制时，完善客户信用体系是其

中最核心的内容，只有全面掌握客户信用情况才能有针对性的制定
销售计划，提升销售业绩的同时更降低企业资金风险。可利用企查
查、天眼查等企业信用查询软件来对客户情况进行初步了解，建立
客户信用情况登记表，对客户进行综合评估，评估内容包括客户评
价、过往合同履行情况、过往付款情况以及关联企业各项资信情况，
并建立客户分级体系，不同级别的客户设置不同的赊销额度，在扩
大销售渠道的同时更降低企业呆坏账风险；更要打造客户资信风险
各类数据库，将客户各项数据录入其中，如客户公司净资产和盈利
情况等，对于外部数据也要进行完善，如潜在信用风险等；完善风险
筛查系统，排查高风险客户，生成客户信用报告，对于黑名单内客户
慎重选择合作方式，通过完善客户信用体系来全面控制应收账款风
险，降低企业财务风险。

3.3 构建合理的催收机制

对于企业已经出现的应收账款风险，需及时进行追回工作，构
建合理的催收机制，健全责任制，明确岗位职责，将工作落实到个
人，提升清收效率。企业相关部门需制定科学催收政策，根据客户风
险评级，将客户划分为恶意拖欠、非恶意拖欠两类，针对不同情况采
取不同的催收对策。对于恶意拖欠的客户，可搜集相关材料进行法
律追回；对于非恶意拖欠的客户，需考虑其实际情况，若是临时经营
困难而导致的拖欠，可利用以物抵债等方式进行追回；对于经营出
现无法扭转的情况而导致的拖欠货款，需及时上报上级部门进行评
估，来决定处置方式。

3.4 构建应收账款清欠奖励制度
在中小企业内部，可通过提高内控的方式来降低应收账款风

险，其中，企业可构建应收账款清欠奖励制度，将其与员工绩效制度
相挂钩，有针对性的制定考核指标，对于财务部门，可加入应收账款
的分析和对账指标，增加账款追回指标等，提升财务部门对于应收
账款的追回意识，促使其在工作中积极做好风险把控工作，发挥内
控的积极作用；针对于销售部门，可增加其客户资信考察情况，促使
其在选择客户时加大对客户资信情况的重视程度，从而从根本上降
低呆坏账的出现几率。更在企业内部增加奖励制度，对于追回账款
的员工，可按追回比例奖励给员工，提升员工清收积极性，从而提高
追回效率[2]。

3.5 出售债权
在应收账款风险控制中，出售债权也是其中一项重要手段，企

业可将债券进行打包处理，将其抵押或出售给银行或者资产管理机
构，通过办理保理业务来转移财务风险，降低各类信用风险造成的
损失，促进企业资金的回流，降低应收账款在企业资金流中的比例，
提升中小企业资金的利用率。

4 结束语
应收账款对于中小企业来说有着一定的优点，例如其可扩大企

业销售渠道，对于增加中小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有着一定的积极作
用。但从长远分析，其加大了企业呆坏账风险，对于企业正常资金流
起到了一定的阻碍，不利于企业长远发展。因此，在中小企业中，负
责人应加大对应收账款的风险管控意识，完善客户信用体系，构建
合理的催收制度，在企业内部完善欠款追回奖励机制，也可通过出
售债券来降低企业损失，促进企业现金流的正常流动，促进中小企
业的长远健康发展。企业可将客户划分为不同等级，根据信用等级
的不同给予一定赊销额度，这样，既能扩大销售量，又能降低呆坏账
风险，扩大企业现金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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