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习子情境 现金管理

第一部分 知识点回顾

一、现金管理
（一）现金的持有动机和成本

1、持有动机。可以分为交易动机、预防动机、投机动机、其他动机。

交易动机：为维持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而持有的现金；

预防动机：为应付紧急情况而持有的现金；

投机动机：为把握市场投资机会，获取较大收益而持有的现金；

其他动机：为其他特定动机而持有的现金。

2、现金的成本。包括持有成本、转换成本、短缺成本。

持有成本：企业因保有一定量的现金而增加的管理成本和因此丧失的再投资收益；

转换成本：企业用现金取得短期有价证券和将短期有价证券换回现金时付出的交易

费用；

短缺成本：在现金持有量不足而又无法通过短期有价证券转换获取现金时所造成的

损失。

（二）最佳现金持有量

企业持有的相关总成本最小的现金持有量。

1、成本分析模式。成本分析模式是根据现金有关成本，分析预测其总成本最低时现金

持有量的一种方法。运用成本分析模式确定现金最佳持有量时，只考虑因持有一定量的现

金而产生的机会成本及短缺成本，而不予考虑管理费用和转换成本。这种模式下，最佳现

金持有量，就是持有现金而产生的机会成本与短缺成本之和最小时的现金持有量。

2、存货模式。是将存货经济订货批量模型原理用于确定目标现金持有量，其着眼点也

是现金相关成本之和最低。这里所说的最佳现金持有量是指能够使现金管理的机会成本与

转换成本之和保持最低的现金持有量。当持有现金的机会成本与证券变现的交易成本相等

时，现金管理的总成本最低，此时的现金持有量即为最佳现金持有量。

（三）现金日常管理

现金日常管理包括现金回收管理、现金支出管理和闲置现金投资管理。

1、现金回收管理。现金回收管理的目的是尽快收回现金，加速现金的周转。主要方法

有邮政信箱法和银行业务集中法等。

2、现金支出管理。现金支出管理的关键是尽可能延缓现金的支出时间。延期支付账款

的方法主要有：合理利用浮游量、推迟支付应付款、采用汇票付款、改换工资发放方式等。

3、闲置现金投资管理。企业应在确保资金安全和及时回收的前提下对暂时闲置的现金

进行合理的短期投资。

第二部分 职业判断能力训练

一、单项选择题

1、现金短缺成本与现金持有量之间的关系是（ ）。

A、同向变动 B、反向变动

C、无明确变动比例 D、不相关

2、下列项目中属于持有现金的机会成本的是（ ）。



A、现金管理人员工资 B、现金安全措施费用

C、现金被盗损失 D、现金的再投资收益

3、对现金折扣的表述正确的是（ ）。

A、现金折扣又叫商业折扣 B、折扣率越低，企业付出的代价越高

C、目的是为了加快账款的收回 D、为了增加利润，应当取消现金折扣

4、企业持有现金的动机包括交易性动机、预防性动机和投机性动机，企业为满足交易

性动机而持有现金，所需考虑的主要因素是（ ）。

A、企业维持日常周转及正常商业活动的能力

B、企业临时融资能力

C、企业对待风险的态度

D、金融市场投资机会的多少

5、某企业每月现金需要量为 250000 元，现金及有价证券的每次转换金额为 50000 元、

每次转换成本为 400 元，则每月现金的转换成本为（ ）。

A、2000 元 B、12500 元 C、4000 元 D、5000 元

6、持有过量现金可能导致的不利后果是（ ）。

A、财务风险加大 B、收益水平下降

C、偿债能力下降 D、资产流动性下降

7、下列有关现金的成本中，属于固定成本性质的是（ ）。

A、现金管理成本

B、占用现金的机会成本

C、转换成本中的委托买卖佣金

D、现金短缺成本

8、某企业现金收支状况比较稳定，预计全年（按 360 天计算）需要现金 10 万元，现金

与有价证券的转换成本为每次 100 元，有价证券的年利率为 10%，每短缺 100 元现金的成本

为 20 元，则运用存货模式确定的最佳现金持有量为（ ）元。

A、14162 B、14142 C、15162 D、15142

二、多项选择

1、企业运用存货模式确定最佳现金持有量所依据的假设包括（ ）。

A、所需现金只能够通过银行借款取得

B、预算期内现金需要总量可以预测

C、现金支出过程比较稳定

D、证券利率及交易成本可以知道

2、在持有现金的动机中，预防性动机是指企业需要维持充足现金，以应付突发事件。

那么为应付意料不到的现金需求，企业需要掌握的现金取决于（ ）。

A、愿意冒缺少现金风险的程度

B、预测现金收支可靠的程度

C、企业临时融资的能力

D、金融市场投资机会的多少

3、下列属于现金管理要求的有（ ）。

A、尽量减少现金持有量

B、尽量减少闲置资金

C、要尽早地安排所需要的现金

D、现金的安排要与现金需要的时间尽量衔接



三、判断题

1、在利用成本分析模式和存货模式确定现金最佳持有量时，都可以不考虑管理成本的

影响。（ ）

2、企业进行正常的短期投资活动所需要的现金，属于正常交易动机所需现金。（ ）

3、企业之所以持有一定数量的现金，主要是出于交易动机、预防动机和投机动机。（ ）

4、企业现金持有量过多会降低企业的收益水平。（ ）

5、在利用成本分析模式和存货模式确定现金最佳持有量时，都可以不考虑现金管理成

本的影响。（ ）

四、计算分析题

某企业有 ABCD 四种现金持有方案，各方案有关成本资料如表 4—1：

表 4—1 现金持有方案 单位：元

方 案 A方案 B方案 C方案 D方案

现金持有量 30000 40000 50000 60000

机会成本率 8% 8% 8% 8%

管理成本 3000 3000 3000 3000

短缺成本 3000 1000 500 0

要求：计算该企业的最佳现金持有量。

第三部分 职业实践能力训练

项目训练一： 现金管理制度设计

一、任务目标

1、提出制订现金管理制度应遵循的法规和依据

2、提出财务部门现金管理内部控制的建议。

3、提出财务部门现金管理人员配备的建议。

4、拟订企业现金管理的主要内容。

5、制订现金管理制度。

二、任务描述

本项目所指的现金包括库存现款和视同现金的各种银行存款、流通证券等。

企业现金管理制度设计主要包括：明确现金管理人员的要求以及现金管理的主要

内容、健全现金管理的内部控制流程、制定企业的现金管理制度。由于现金是企

业流动性最强、收益性最低的资产，为了确定合理的现金持有量，加强现金管理

制度的设计十分重要。由于现金管理制度设计与企业性质、类型、规模和管理要

求密切相关，因此，现金管理制度设计必须依据企业的实际情况实施。

本任务要求：一是选择一家以上的企业调研设计现金管理制度；二是企业性

质可以是上市公司、股份制和合伙制等企业；三是企业类型可以是工业或商业；

四是企业规模以中小企业为主。

三、操作准备



1、学生分组。将学生按 6—8人为一组，选定正副组长负责组内工作。

2、联系企业。按一组学生一个企业联系，企业性质、类型、规模齐全。

3、制订工作计划书。每个小组制订一份工作计划书，工作计划书根据工作

内容，由小组学生讨论制订，并经指导老师审阅批准后实施。

四、操作流程

1、指导老师分配各小组的调研设计企业。

2、各小组通过网络对调研设计企业的情况进行全面了解。

3、各小组讨论制订企业调研设计工作计划书。

4、指导老师审阅各小组企业现金管理制度设计工作计划书，并签批。

5、根据调研报告和设计报告要求制订调研提纲。

6、进入企业实地调研，一是听取财务经理介绍，二是咨询有关问题，三是

对有关问题进行探讨。

7、各小组撰写企业现金管理制度设计的调研报告。

8、各小组撰写企业现金管理制度设计的策划书。

9、各小组制作 PPT 汇报交流材料。

五、实训材料

（一）任务工单

指导老师分配的调研设计企业。

（二）完成任务

1、调研设计工作计划书

企业现金管理制度调研设计工作计划书

调研设计主要内容 实施时间 实施形式 主要负责人

（一）企业概况

1、企业名称、性质、法人代表

2、企业生产经营范围

3、企业机构设置与人员配备

4、企业财务情况

5、企业管理情况等

（二）现金管理

1、现金管理人员配备

2、现金管理人员职责

3、现金管理人员要求

4、现金管理内部控制

5、现金管理工作流程

6、现金管理情况等

（三）讨论评价

1、现金管理的优点

2、现金管理的不足

3、现金管理的改进

4、现金管理制度设计调研报告

（四）设计意见



1、现金管理岗位设置建议

2、现金管理人员岗位职责

3、现金管理主要内容

4、现金管理主要制度

5、现金管理工作流程

6、现金管理制度设计报告

其他：

学习小组组长： 学习小组成员：

年 月 日

指导老师审阅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2、调研报告

企业现金管理制度调研报告

一、企业概况介绍

二、企业财务部门情况介绍

三、企业现金管理情况介绍

四、企业现金管理评价

五、企业现金管理建议

学习小组成员签字：

3、设计报告

企业现金管理制度设计报告

一、企业基本情况

二、财务部门现金管理岗位设置建议

三、财务部门现金管理人员岗位职责

四、现金管理主要内容

五、现金管理主要制度

六、现金管理工作流程

七、现金管理制度优化

学习小组成员签字：

六、讨论评价

1、各小组用 PPT 汇报交流，限时不超过 10 分钟。

2、各小组听取汇报交流并打分互评。

3、指导老师打分并点评。



第四部分 职业拓展能力训练

第五部分 考核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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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 教师评价与自我评价

学习情境

序号
教师评语 自我评价

学习情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