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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化对企业未来财务状况的影响 

闫医晓 

（河南省南阳市中心医院  河南南阳  473000） 

摘要：当前，我国企业经济利润下滑、增速放缓，而金融业却处在高速发展阶段，促使企业为改善经营状况朝着金融发展方向

转移，持有更多金融资产。但通过实际调研可知，金融化会恶化企业未来财务发展状况，提高企业陷入财务危机的可能性，且不同

金融资产对财务状况影响不同。鉴于此，本文必须理清金融化同财务状况的关系，了解企业金融化含义，系统剖析金融化对企业未

来财务状况产生的多元影响，而后提出防范企业财务风险的可行性措施，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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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纵观现有研究可知，金融化容易给企业未来财务发展带来

较大风险，主要是企业以投资为目的配置金融资产，而交易类

金融资产可以改善企业未来财务发展状况。所以，企业需要借

助金融化力量合理配置金融资产，选择与自身发展相符的资产

类型，帮助企业规避金融风险，实现稳定发展。 

一、企业金融化概述 

当前，不同学者对企业金融化的概念界定有所不同，学界

尚未明确统一。有些学者认为企业金融化是非金融企业在自身

经营管理中，增添金融资产和金融资产投资活动的投资行为。

有些学者从财务角度分析企业金融化，认为合理运用资产负债

表中关于会计的科目与资产项目，可以系统分析企业金融化发

展程度。与此同时，金融化导致企业内部收益大多都源自金融

活动，并不是通过主营业务获取收益。有些学者则认为企业金

融化是企业将资金投向金融渠道的现象，短期且具备高流动性

特征的金融资产深受企业关注。还有些学者认为在现代市场发

展领域，金融化容易对制造业企业形成较大影响，但此种影响

无法被准确度量，大多都被忽视。总而言之，企业金融化主要

体现在企业自身金融资产比重不断提升，促使企业逐渐朝着“脱

实向虚”方向发展。 

二、金融化对企业未来财务状况的影响动因 

基于资本的逐利性特征，金融化是社会企业经济利润降低

的必然趋势。立足概念层面分析，企业金融化即指通过配置金

融资产，产生实体投资行为。有些学者认为金融化是企业配置

金融资产整体比重和金融渠道获利占据企业利润比例不断提升

的未来趋势。 

（一）套利动机 

事实上，金融化对企业未来财务状况产生较大影响，具体

来讲，倘若企业以“套利”为主要动机来配置金融资产，金融

化就会对企业未来财务发展状况产生消极影响。第一，根据相

关文献研究得知，我国大部分上市企业配置金融资产的核心目

的都是为了获取更多经济收益，这种目的促使管理者和领导层

出现短视行为，忽略企业内部主营业务发展和挤出实体投资，

阻碍企业持续性发展。第二，上市企业代理冲突明显，有些控

股股东为得到更多短期收益，选择利用配置金融资产的方式来

实现利益传输，此刻金融化就成为控股股东获取利益的私有工

具，盲目配置金融资产则会影响企业财务状况，损害企业总体

价值，不利于企业更好立足于市场。第三，金融资产兼具高风

险与高收益特点，特别是在金融制造发生危机后，企业利用配

置金融资产得到的收益存在很大不确定性，且金融市场危机也

会影响实体企业，恶化财务状况。同时，根据系统研究得知，

绩效低、经济能力薄弱的企业因缺少投资机会而肆意配置金融

资产，如果投资金融资产获得的收益未能满足预期目标或应对

金融市场危机，这些企业会面临很大威胁，如流动性危机。第

四，立足信息不对称理论进行剖析，金融化也是管理者与企业

领导隐瞒消极消息的主要工具，特别是对于陷入发展困境的企

业，其管理者或领导层会利用配置金融资产来获取短期收益，

以求达到调整利润、完善财务报表的最终目的。然则，如果不

利消息积累到特定阀值并突然集中释放，金融市场定然会出现

较大反应，如股价崩盘造成财务状况恶化，影响企业长足发展。 

（二）蓄水池动机 

如果企业以“蓄水池”为主要动机来配置金融资产，金融

化就会对企业未来财务发展状况产生积极影响。其一，金融资

产变现能力强，灵活性高，能够在企业需要资金支持时快速解

决资金问题，“反哺”企业，助力企业发展，所以持有相对体量

的金融资产能够大大提升企业流动性，保值、增值资本。同时，

还有助于企业主营业务正常运行，防止未来出现投资不足问题，

有效规避各种不确定性。其二，因金融业具有高收益特征，企

业将内部各种闲置资金配置为金融资产，能够获得较好投资收

益，提升整体业绩。在此基础上，如果企业面临融资困难或是

经济利润下滑，这些收益或通过出售金融资产得到的资金可以

帮助企业减少经营风险，防止企业陷入财务短缺困境，影响企

业正常发展。其三，金融化也能分散风险，企业可借助金融衍

生的各类产品对冲交易实现节税目的，减少财务成本耗费，解

决投资不足或投资缓慢等问题，提升资本运营能力。其四，基

于融资有序理论，合理配置金融资产得到的高收益可以帮助企

业增加留存收益，减少负债，改善财务状况。 

三、金融化背景下企业未来财务发展策略 

（一）高度重视主营业务 

根据实证分析可知，金融化会加大企业财务风险，恶化财

务状况。所以，针对企业来讲，配置金融资产的核心是为经济

业务提供更好、更完善的服务，通过金融手段与工具推动企业

稳定持续发展。然而要注意，主要是为企业主营业务或项目提

供资金以及融资渠道，并非将盈利点聚焦在金融资产收益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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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企业只要将过多资产配置为金融资产，就有可能把金

融系统中隐藏的高风险引进实体经济，提高企业经营风险。鉴

于此，企业在运营发展中，应将主营业务作为重点，切忌本末

倒置，盲目依赖金融资产获利，保证发展符合企业战略规划，

这样才能更好立足变化多端的市场。以 2008 年的金融危机为

例，主要是由于虚拟经济过热所导致。倘若地区经济朝着“脱

实向虚”方向发展，企业过度金融化，导致企业同金融市场联

系过于密切。这样一来，只要金融市场出现风险或危机，就会

快速导向实体经济，影响企业财务，更严重还会造成系统性风

险。而且，金融市场投资主张“零”与“博弈”，其本质上是为

了推动实体经济高速发展。针对社会企业来讲，积极开展技术

升级与研发创新，是提高自身市场竞争力的关键。故而，金融

化背景下，企业不可本末倒置，必须明确金融资产价值和弊端，

有针对性调整自身运营方案，提高财务水平。而政府组织也要

严格监管企业金融化各项行为，打击利用金融资产投资获取高

额利益用于掩盖企业主营业务亏损和财务水平低等问题，引导

金融市场回归本源，为实体经济提供更多优质服务。 

（二）科学配置金融资产 

从事实角度来讲，我国大多企业都陷入产能过剩发展困境，

但实体经济和金融资产投资不存在矛盾，且均有属于自身的价

值。然则，针对企业内部的不良资产，需要借助恰当的资产管

理及方法合理处置，或兼并重组，或清算处理，而产融结合则

是解决上述问题的最佳方法。由此，企业要开展适时的金融化，

力图拓宽自身收入渠道以及经济来源，借助多元化金融工具有

效分散财务风险，提升财务水平与经济实力。在这一过程中，

企业还要给予金融资产配置比例以及期限结构高度重视，在保

证主营业务稳定运行的基础上配置金融资产。通过对金融资产

系统分析可知，长期提升金融资产配置比例容易提高企业财务

风险，使企业财务状况日渐恶化，但短期提升金融资产配置比

例能够有效减少企业各项财务风险产生几率，保证财务工作稳

定运行，发挥最大价值，促进企业长足性发展。鉴于此，企业

不可出现盲目行动，在配置金融资产或开展相关投资活动时，

必须“趋短避长”，适当增加短期资产投资，减少长期资产投资。

同时，也要将短期金融资产看作企业金融化发展的主要投资方

向，但这并不代表放弃长期金融资产，需要企业决策者与领导

层从审视角度看待长期金融资产，抓住长期金融资产的优势和

价值，立足自身实际合理选择，保证未来财务状况朝着健康方

向发展。另外，与其他地区相比较，东北地区企业抗压、抗风

险能力更加薄弱。由而，东北企业在配置金融资产时，需要充

分考虑经济区域因素，客观看待金融资产水平，防止出现盲目

投资行为。比如，东北地区企业应立足现实情况，科学减少金

融化水平资产所占比重，在主营业务上投入更多资金，提高自

身竞争优势，稳立市场。同时，地区企业监管部门在制定要求

与政策时，也不可“一刀切”，应结合地区企业实际状况与发展

特点，有针对性制定政策、设计管理措施，高效化解企业财务

风险，保证企业良好发展。总之，企业必须找到符合自身的金

融化水平，立足资产角度，计量金融资产，这样不仅可以全面

发挥金融市场多元功能，还能将金融资产合理应用在企业经营

管理中，做到“产教结合”。 

（三）加强金融资产管理 

金融资产配置在企业总资产中的占据比例提升，容易加大

企业财务发展困境与破产风险。故此，基于国家相关部门正确

指导与系统监督下，必须重点关注各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比重，

结合现实情况合理设置金融资产比例，规范资产类型，明确提

出企业金融资产配置要求。特别要重视私企金融资产配置，高

度关注私企财务状况，研究其未来财务发展方向，科学规定私

企金融资产配置比例和水平，减少企业未来财务风险出现的可

能性。与此同时，即便金融化水平提升容易增大企业财务运行

风险，但金融化对企业财务状况产生的影响也不容忽视。立足

整体角度剖析，金融化水平提升会加大财务风险，这就要求企

业系统剖析金融化给企业未来财务发展带来不利影响的可能

性。在此基础上，企业要科学应用财务杠杆，正确配置金融资

产，防止盲目扩张金融资产，同时需要考虑金融本身抗风险能

力，高效配置并管理企业各项资产，促进企业持续发展。另外，

政府组织也要借助政策引领或减少融资成本等手段，引导企业

资金流向，依托政策调控遏制企业盲目将资金投资在房地产或

是虚拟金融工具等领域。针对投资行为明显的企业，我国政府

组织要实施可行性监管措施，要求企业进行整改，科学调整自

身资本结构，继而为企业健康长足发展打造积极外部经济环境。

为保证企业未来财务工作正向发展，企业还要通过外部监管与

内部监管有机融合的模式，加强自身信息特别是与金融资产结

构有关的信息披露。针对持有金融资产占据总资产比重超过政

府组织规定范围的企业，要提高信息披露要求，不仅需要公布

季度报表与年度报表，也要及时披露金融资产具体数量、所占

比重和投资期限等信息，详细说明资产流向，通过企业股东大

会与监事会决策，促进企业财务工作正常运行。 

结语 

综上所述，金融化会对企业未来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

加大企业财务运营风险。面对此种情况，企业必须合理配置金

融资产，避免金融资产影响未来财务工作开展。基于现行经济

下行压力不断加重，企业经济利润获取下滑，此刻金融化便成

为社会大多企业提高经营业绩的首要选择。然而在具体落实中，

企业需要考虑自身长远发展，明确金融化对自身主营业务开展

产生的影响，避免金融化加大财务风险影响企业正常运行。 

参考文献： 

[1]林国强.旅游业资产金融化对财务绩效的影响研究[J].经

济师,2022(04):114-115+117. 

[2]章赛兰.上市企业金融化投资动因与企业财务影响分析

[J].中国总会计师,2022(03):63-65. 

[3]孙乐成.企业金融化、金融生态环境与财务风险[J].经营与

管理,2022(08):85-90. 

[4]邓超,彭斌.实体企业金融化行为与信息披露质量关系的

研究[J].财经理论与实践,2021,42(03):110-117. 

[5]刘柏,琚涛.资产金融化、研发创新与财务风险：“共振”

抑或“冲销”[J].财经科学,2019(10):20-29. 

闫医晓，男，汉族，1983-11，河南南阳，南阳市中心医院

门诊办公室，，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