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肖星：非常时期，如何打好现金流保卫战？ 

 

今年春节，人们都被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拦在了家里，不仅没有了往常的忙碌，连春节

最常见的走亲访友都没有了。 

本来，对很多人来说这是难得的休息和静思的机会，但是大多数人都被各种忧虑困扰着。

困扰大家的，除了疫情之外，可能首先就是疫情之后的企业生存问题了。 

作为一个会计学教授，今天这篇分享，我想从现金流的角度跟大家谈谈。在这段特殊时

期，为什么现金流变得尤为重要？中小微企业主，应该如何打赢这一场现金流保卫战？ 

 

一、关于现金流的基本知识 

我们先来温习一下现金流的知识。 

现金就是钱，而现金流，顾名思义，就是钱的流动。 

可以是现金流入，也就是“收钱”，也可以是现金流出，也就是“花钱”。 

显然，在收了一些钱又花了一些钱之后，你手里钱的数量就会发生变化，流入大于流出，

钱就变多，反之则变少。 

从会计的角度看，所有的企业都是做三件事：经营、投资和融资。 

相对应的，企业的现金流也有三个方面的来源和去向。 

·经营现金流主要来自销售产品或提供服务，主要去向是采购、发工资、交税等； 

·投资现金流主要来自出售固定资产、股权等资产或得到分红等投资收益，主要去向是

购买固定资产、出资入股其他企业等； 

·融资现金流主要来自接受他人入股或借款、发行债券及其他债务融资，主要去向则是

给股东分红、还本付息等。 

 

二、疫情对现金流产生什么影响？ 

疫情对现金流的影响主要集中在经营现金流方面。 

对一些行业来说，疫情的影响主要是复工时间推迟造成的，这种情况只是对经营现金流

有一定的负面冲击，问题还不是太严重；而对另外一些行业来说，则是一下子断了经营现金

流入，而流出还要继续发生，于是很可能使经营活动现金流突然变成负数。 

如果企业原本的现金来源主要依靠经营活动，而且有比较刚性的投资支出，就可能把净

现金流变成负数，那样的话就是单纯消耗手里的现金，如果情况不能在短期内扭转，一旦手

里的钱花完，企业就面临倒闭的危险。 

 

三、疫情下的应对之策 

在这样的情况下能有什么办法呢？ 

我们分别从经营、投资、融资三个方面来讨论一下。 

 

1. 解救经营现金流 

先来看经营现金流。 

在这方面最容易想到的是减少开支，比如很多人提到的，暂缓应付款的支付、通过在线

办公节约开支、甚至在员工能够理解的情况下暂时减薪；同时，最近北京、深圳、苏州等很

多地方政府都纷纷出台了减免税负、缓缴社保、减免行政事业性收费、减免租金等企业帮扶

政策，应该及时了解这些政策并善加利用。 

其实，开辟其他现金来源也是一个值得探索的方向。 



比如，非典时期，携程也遭遇了现金流入断崖式下跌的情况。 

当时，携程一方面实行一线人员轮岗，管理人员和部分部门每天只上半天班，发 60%工

资的政策；另一方面，携程争取到了与招商银行合作开展信用卡电话销售的项目，同时向招

商银行出租携程闲置的呼叫中心，为招行外呼发卡，获得现金流入。 

 

2. 压缩投资现金流 

再来看投资现金流。 

在现金流紧张的情况下，显然要尽可能压缩投资支出，暂缓一切不必要的投资现金流出。

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甚至可以考虑出售一些非关键资产来自救。 

 

3.挖掘融资现金流 

最后来看融资现金流。 

短期内获得新的融资是不太可能的，但是企业可以善用一些地方政府出台的金融帮扶政

策，比如原有贷款展期、无还款续贷、加快贷款审批、发放政策性贷款、开辟贷款绿色通道

等。 

此外，企业还可以积极拓展其他融资方式和渠道。下面介绍几种可行的方式。 

1）收益权转让 

由于疫情的影响是阶段性的，企业可以将未来相对比较稳定、可靠的收益转让给特定投

资者，这个投资者可以是金融机构。 

这就相当于是把未来的收益提前了，帮助企业应对眼前的难关。 

2）委托贷款 

如果从银行获得贷款难度很大，也可以考虑从其他企业，特别是有产业链关系的国有企

业通过委托贷款的方式获得贷款。 

实际上，我国委托贷款的数额巨大，统计表明，2016 年末，全国委托贷款余额大约在

121 亿人民币。 

3）应收账款收益权抵押借款 

这是将质量比较好的应收账款抵押给银行或者其他机构，获得借款。 

4）固定资产售后租回 

如果企业有房子、机器等实物资产，可以考虑与租赁公司签订售后租回协议，将资产所

有权出售给租赁公司，再从租赁公司租回使用权，这相当于是一种抵押借款。 

 

4.变被动为主动 

现在，我们要再来说一说经营现金流。 

根据朱武祥、刘军、魏炜和欧阳良宜最近对 1435 家中小企业所做的调查： 

（相关阅读：疫情中的中小企业如何自救？调研 1435 家中小企业后，我们提出这些建

议｜清华经管说） 

·35.96%的企业认为自己账上的现金只够维持一个月的生存 

·31.92%的企业认为只能维持两个月 

·17.03%的企业认为只能维持 3 个月 

· 只有 9.2%的企业认为自己账上的现金可以维持企业 6 个月以上的生存 

 

甚至一些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也感受到了巨大的生存压力。比如，西贝莜面村公开说，

自己的现金只够维持 3 个月的生存。 

这些数字一方面说明疫情对一些行业的影响巨大，甚至是灾难性的，另一方面也说明，

https://mp.weixin.qq.com/s/CaQOx3mjLlcUAqBGO-nHWg
https://mp.weixin.qq.com/s/CaQOx3mjLlcUAqBGO-nHWg


中国大多数中小企业长期处在一种资金链非常紧张的状态下。我想，这固然与大家都在说的

“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有关，也与企业的经营思路和模式有关。 

转型案例 1： 

我有一个学生从事传统制造业，将近 20 年都是以常规的模式经营，拿订单、生产、销

售、收款。尽管他的企业在行业内小有名气，并且技术领先，生存没有问题，但是日子过得

并不容易，经常为银行贷款发愁。 

后来，在学习了会计学知识，具备了一定的财务思维之后，他从财务角度重新思考了自

己的行业和业务，发现原来的模式占用资金大、效率低，从财务角度说存在很大问题。 

于是他对商业模式进行了彻底的改变，处置了大部分固定资产，不再自己生产，而是利

用自己的技术和客户资源与供应商合作，由供应商生产，自己只负责销售。这样一来，资金

束缚立刻松绑了，不仅不再需要银行贷款，而且由于他坚持预收 20%订金的做法，账上还长

期有充裕的现金。 

同时，由于业务环节简化，他自身的精力也被解放出来，开始开拓新的业务领域。在进

行调整之后的第一年，公司收入就比上一年增长一倍，现金流和利润情况更是大大改善，公

司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 

 

转型案例 2： 

我另外一个学生的企业，原本把自己定位为一个设备制造商，后来我跟他们探讨得知，

他们的竞争对手是国外著名企业，虽然这家公司前期通过消化国外技术进行国产化，在技术

上不落后，但是未来获得持续技术领先的能力不足，而且设备制造的模式需要大量固定资产

投资，与企业自身的能力不匹配，不如借助自己消化先进技术退公司收入�朘愁，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