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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资金是指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以货币形态存在的资

金，包括库存现金、银行存款和其他货币资金等。

库存现金是指存放于企业财会部门、由出纳人员经管

的货币，是企业流动性最强的资产。

现金等价物一般指本公司持有的期限短、  流动性最、

易于转换为已知金额现金、价值变动风险很小的投资。

受限资金主要指的是保证金、不能随时用于支付的

存款、在法律上被质押或者以其他方式设量了担保    

权利的货币资金。

货币资金

库存现金

现金等价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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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资金的 

相关概念



二 、资金存量分析的意义

除了应付日常的业务活动之外， 企业还需要拥有足够的资

金偿还贷款、把握商机以及防止不时之需。 企业必须建立一套 

管理资金的方法， 持有合理的资金数额，使其在时间上继起， 

在空间上并存，在资金的流动性和收益性之间进行合理选择。 

企业必须编制资金预算， 以衡量企业在某段时间内的现金流入 

量与流出量，  以便在保证企业正常经营活动所需资金的同时，

尽量减少企业的资金数量，从暂时闲置的资金中获得最大的收

益，提高资金收益率。



三、最佳资金持有量

(一)成本模型

成本模型强调的是： 持有资金是有成本的，最优的资金持有

量是使得资金持有成本最小化的持有量。 成本模型需要考虑 

的资金持有成本包括机会成本、  管理成本和短缺成本。



1、 机会成本

机会成本是指企业因持有一定资金余额丧失的再投资收益。 再投资收益 

是企业不能同时用该资金进行有价证券投资所产生的机会成本，这种成 

本在数额上等于资金成本。
2、 管理成本

管理成本是指企业因持有一定数量的资金而发生的管理费用。 例如管理 

人员工资、安全措施费用等。 一般认为这是一种固定成本，这种固定  

成本在一定范围内和资金持有量之间没有明显的比例关系。

3、 短缺成本

短缺成本是指在资金持有量不足，又无法及时通过有价证券变现加以补 

充而给企业造成的损失， 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 资金的短缺成本  

随资金持有量的增加而下降，随资金持有量的减少而上升，  即与资金持 

有量呈负相关。



成本分析模式是根据资金相关成本， 分析预测其总成本最低时资金 

持有量的一种方法。 其计算公式为：

最佳资金持有量下的资金相关成本=mi  n (管理成本+机会成本+  短
缺成本)

其中， 管理成本属于固定成本， 机会成本是正相关成本， 短缺成  

本是负相关成本。

因此，成本分析模式是要找到三个成本所组成的总成本曲线中最低 

点所对应的资金持有量， 把它作为最佳资金持有量。



三、最佳资金持有量

(二)存货模型

企业平时持有较多的资金，会降低资金的短缺成本， 但也

会增加资金占用的机会成本。 平时持有较少的资金，则会增加  

资金的短缺成本，却能减少资金占用的机会成本。

如果企业平时只持有较少的资金，在有资金需求时， 通过

出售有价证券换回资金或从银行借入资金，既能满足资金的需  

求，避免短缺成本，又能减少机会成本。 因此，适当的资金与 

有价证券之间的转换， 是企业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的有效途径。



具体计算公式为： 最佳资金持有量= √ (2T+K)/K

式中， T 表示一定期间的资金需求量， F表示每次出售有价证券以补充 

资金所需的交易成本， K表示持有资金的机会成本率。

资金的机会成本和交易成本是两条随资金持有量呈不同方向发展的 

曲线，两条曲线交叉点相对应的资金持有量，  即是相关总成本最低的 

资金持有量。资金持有量与成本的关系如图所示。



【任务要求】

(1)分析指标：集团资金存量 N1。

(2)显示集团各机构的资金存量，点击某一机构能穿透查询其资金结构。

(3)进一步分析母公司其他货币资金的明细构成。

(4)分析保证金占用的历年趋势。

(5)分析保证金与应付票据的比率

(6)分析公司每月的资金流入与流出情况，分析流入与流出之间是否存在时间差。

【任务实施】

在分析云平台中操作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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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企业业务活动的性质和现金流量的来源，现金流量表

将企业一定期间产生的现金流量分为三部分：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和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 每个部分又分为各具体项目，这些项目从不同角度 

反映了企业业务活动的现金流入与流出。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经营活动是指企业投资活动和筹资活动以外的所有交易

和事项。主要包括： 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 经营性租赁、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 广告宣传、推销产品、 缴纳税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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