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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企业财务决策

陈 铸

财务伙策是企业财务管埋的贞耍组成闷；

分， 也是各项财务沾动的依据。 财务决染的

范围 I·分广泛。 从经营资金的筹集到投资方

案的确定， 从原材料的采购到产品生产的安

排， 都是财务决策的对象， 它通过决绾对象

资金占用和收益大小的分析、 须测和判断，

对决策对象进行评价和抉择。

所谓财务决策， 就是在市场分析的儿础

上， 根据 一 定时期的任务、 政策、 认令及企

业经桔H标， 制定和选择财另沽动方朵， 并

从财务角度出发， 对企业各种经旮决笫进行

评价和选托。 即通过分折各种经营决菜j
j

东

的资金占川和收益大小米选择最优纾 ，；t ij 

菜。 财务决策的基本内容是为负决策机贞金

运用决策。

本文拟对企业财务决策的作用、 原则及

条件等要点作初步探讨。

（一）

财务决策对企业具有重要的作川， 上要

长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财务决策能使企业加强颅见性、 计

划性， 众少盲目性。 财务决策运用一系列科

学的决策方法， 能比较深刻地洞察决策对象

的本质， 不被其表面现象所迷惑。 通过财务

决策， 可以否定那些似是而非的方案， 肯定

那些表面看来似乎错误的方案， 提高计划的

准确性。 众所周知， 计划的节约是最大的节

约， 计划造成的浪费是最大的浪费， 计划汛

确能增加企业盈利， 避免重大损失， 臭止做

到防患千未然， 财务决策对千制｝r ，F确计划

贝fjiE．灾fl丿ll。

2. 对介决龙义企业财介，古动的依据。

企业的财分行肿， 包拈财务决策、 财务计

划、 财务监督等内容。 在企业财务管理中，

一些巫要的财务问题， 如制定和选抒财务沾

动方栥， 确足各种财务活动的目标及头现的

迩径利1订法， 从多种渠迫合理筹集企业必需

的资金， 确定资金的使用方向， 在企业现有

归几条件限制下使企业的盈利最大化等一系

列重大财务问题都是由财务决策完成的， 财

务次策在财务忤郎中丿心r举足怪重的地位。

3. 财务，一处策可以叶价和选择企业的经

含决位。 企业的大部分经酋决策， 都汛及到

众金利盈利问题， 如投资决策、产品生产决

染等， 企业的 一 些矗大经如占戍往往是经营

决策和财务决策互相交织在 － 起， 只不过对

回 一 个经性活动的心ll从权不同而已。 经营决

弟侧重j从经性角度， 而财务决策则侧亟十

从贷金古用和盈利的角度看问题。 两者殊途

问归， 都是为求得企业的生存与发展， 提高

企业的经济效益。 为了全面地看问题， 这些

经性决策都应最终汇总于财务决策， 通过财

务决策对这些经营决策进行评价和选择， 确

足各种经营决策的优劣及正确与否， 以便决

定经营方案的取舍。 财务决策对正确进行经

背决策起社检查、 把关的作用， 可以对经营

决策进行评价和选抒， 保证经营决乐的正确

性与最优化。

4. 财务决策可以合理配置企业的各种

奇叔。 企业的一 切生产经和沁）J离不开各种

归泉。 只有从买物形态与价值形态的结合上

合卯配肾各种 ＇＇，飞抑． 才能伈个111，获得较优的

经沁效沁 U 从价但丿［心上配＇仕许种沁原，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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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上是在资金合理分配的基础上实现的， 这

项工作只有通过财务决策才能完成。财务决

策能使各种资源得到合理配置， 从而为企业

卓有成效地利用企业有限的资源、 提高资源

使用效果创造极为有利的条件。

显而易见， 财务决策在企业经营管理中

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过去在我们企业

的财务管理中， 不重视财务决策，不进行财

务决策， 因而不能充分发挥财务对生产的促

进作用。 财务管理的广度和深度都很不够，

这是企业经济效益提高不快的原因之 一 。作

为 一个自负盈亏的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

企业要求生存， 图发展， 必须提高对财务决

策重要性的认识。 努力加强财务决策， 这是

当前摆在企业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二）

介业正确进行财务决策， 必须遵循以1、

）东则：

1. 最优化原则。 财务决策要在遵守旧

家有关政策法令及考虑社会、 政治、 逍德等

各方面因素的前提下， 使企业以最小的资金

耗费和占用获得最优的经济效益。要反复比

较、权衡各种方案的成本、 利润和风险， 选

择能够使企业获得最优经济效益的方案作为

实施方案， 使财务决策最优化。

2. 量力而行原则。财务决策要根据企

业的实际需要与可能， 量力而行， 要冷静

地、 全面地分析和考察企业的人力、 物力、

财力及市场情况做出符合企业实际需要的实

事求是的结论， 筹资决策要考虑偿还能力，

投资决策要考虑市场需求和投资效益， 使财

务决策建立在稳固的基础上， 具有可行性和

指导性。

3. 佯性原则。 财务决策要有弹性， 具

有应变能力， 即留有一定的余地。 在进行风

险型财务决策时， 弑清醒地估计到各种方案

的风险程度以及个业承受风险的能力， 使风

脸损失不致于引起灾难性的、 不可挽回的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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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后果。

需要指出的是， 为了使正确的财务决策

能够贯彻执行， 必须要有切实的、行之有效

的措施加以保证。财务决策只是手段， 不是

目的。 我们的目的在于通过财务决策促进生

产， 提高企业经济效益。 只有将财务决策付

诸实施， 才能真正收到实效。

（三）

企业要进行财务决策， 必须具备 一定的

条件。 这些条件是：

1. 进 一 步扩大企业自主权。 要进 一步

简政放权，打破条块束缚，为企业 “ 松绑“ ,

必须进一步扩大企业的财务决策权， 这些财

务决策权包括： ＠企业对各项专用基金有一

定程度的灵活使用权； ＠企业有权自行支

配、 使用维持简单再生产所必衙的全都折旧

基金； ＠对自留资金中五项基金的分配比

例， 企业应有一定的财务决策权； ＠对自有

资金，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企业应有独立的

使用权和支配权。

2. 实行固定资全有偿使用制。 资金是

处千生产领域与流通领域的物资的货币表

现。企业使用国家的资金要承担一定的经济

责任。 实践证明， 资金无偿使用的做法弊端

极大， 只有实行资金有偿使用， 才能促使企

业从经济利益上去关心资金使用的经济效

杲。 目前企业所需的流动资金已全部改为银

行贷款， 为了从根本上改变长期来人们头脑

中形成的对固定资产只讲占有不考虑成本的

观念， 促使企业主动地、 及时地处理多余的

固定资产， 减少不合理的固定资金占用， 提

高固定资金使用效果， 企业使用国家的固定

资金应缴纳固定资金占用费或固定资产税，

这样就给企业 一定的压力， 促使企业加强固

定资金管理， 加强经济核算， 并能使固定资

金在 一定程度上在全社会范围内合理流动，

固定资产得到较为合押的和胃， 从而在H会

现有的条件下， 挖掘出新的生产能力， 增加



社会财富， 缓和固定资产供求紧张状况， 提

高全社会的固定资金使用效果。

3. 加强宏观调控， 发挥市场机制作

用。 要使企业正确进行财务决策， 并在决策

时比较正确地处理宏观利益与微观利益、 当

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 靠行政命令与强

制手段无济于事， 面只能运用价值规律， 运

用各种经济杠杆， 加强宏观控制 调节和引

导， 注意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为了加强宏

观控制和引导， 让市场机制在一 定程度上正

常运转， 当前首要的问题是进行价格休制改

革， 使长期被扭曲了的价格得到校正， 价格

能比较确切地反映价值， 改变价格严重背离

价值的不合理状况。 要进 一 步扩大市场调节

的范围， 使大部分商品价格能比较灵敏地反

（上接第39贞）

映价值、 反映市场供求关系， 成为市场的指

示器和调节器。 通过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转，

为企业提供正确的关系， 为企业提供正确的

市场信息， 从而提高企业的决策水平。

此外， 要让企业正确进行财务决策， 企

业内部必须要有一 种追求自我改造和自我发

展的动力， 这种动力的产生， 米源于企业的

职工在权、 责、 利相结合基础上所产生的对

切身经济利益的强烈要求， 来源于职工经济

利益与企业经济利益的紧密结合， 同时还来

源于企业和职工对社会的高度的责任感和献

身精神。 这就需要在改革的实践中进 一 步探

索， 创造新的形式， 使企业正确地、 自觉地

进行财务决策。

要解决公司股息的经济总义l：的从币征税l【JJ题。 这是指对1II ] 所得在不同层次上重复课

税， 即对公司的所得在公IIj层次征收公n]所得税， 对分配的股息在股东层次征收个人所得

税。 这是否属J； 双重征税， 国际上的 ＂卜旧拟祛人说” 与 “ 实在认人说“ 对此至今还争论不

休。 但世界上多数国家都ii点采取办法来斛决或部分斛决这个问题。 因为它 一 力面抑制了股

尔的投资积极性， 使企业难以较好地筹集资金；另一方曲增加f股东的投资成本， 直接影响

社会投资总量。 我国可以考虑采取两种办法斛决： 一 是在公司层次征收公司所得税， 对分配

给个人的股息予以税前全部或部分扣除；二是在个人股东层次， 对已缴的公司所得税可以全

部或部分抵免应缴的个人所得税。

（上接第36页）

最后， 还应将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结合起来， 考察整个财政分配所产生的综合乘数。 由

于我国公债已不再作为财政收入， 而仅作为弥补财政赤字的手段了， 因而我们也应分别考

察： （1）当不发行公债， 即财政收支大体平衡时， 我国的平衡预算乘数； （2）当发行公

侦以弥补赤字， 即公侦作为财政政策的内生变量时， 我国财政政策的综合乘数J (3)还应

进 一步分析， 公债由企业、 个人和非中央银行的金融机构购买时对财政乘数的影响， 以及中

央银行以国债券为对象开展公开市场业务时有着怎样的财政乘数， 等等。 这些分析已涉及到

财政政策与公侦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关系， 因而是更为复杂的。

总之， 由于我国除了公共财政之外， 还存在着国有资产财政， 这就使我国财政分配远较

西方财政为复杂， 从而我国的财政乘数也是更为复杂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在建立之

中， 但还很不完善， 兼之各种行政性计划性的因素的干扰， 我国财政乘数的影响就更为变幻

莫测了。 我国目前经济形势的演化已远非政府直接计划管理所能把握和控制得了的。 因此，

如何更好地开展宏观间接涸控已是当务之急， 而财政乘牧即为政府间揉宏观问拧所应倌决的

最重要课题之 一， 这就沽楚地表明了这个问题的正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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