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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理费是固定资产后续支出的重

要环节。中国石油抚顺石化公司（以下

简称抚顺石化）的财务人员在实际工作

中深深感到，要做好修理费核算管理

工作，先要回答好“花了多少钱，修理了

哪项固定资产”的问题。为此，公司改

变了现行按单位部门核算的方式，开始

大胆尝试按单台资产核算修理费的方

式。公司现有37个直属单位，其中10

个生产企业下设208个基层单位，控股

公司11个、矿区9个、全资子公司7个，

拥有十多万台（套）单项资产，若改变核

算方式，财务人员的核算管理工作量将

剧增1	000 余倍。财务人员与公司费用

主管部门经过反复调研后，对修理费管

理层次架构进行了设计，利用资产数据

库对资产状况进行了梳理，将资产管

理信息系统延伸到企业基层单位，让基

层单位了解本单位都有哪些固定资产，

利用系统来登记和变更本单位每一台

固定资产信息，使资产管理精细化有

了一双“明亮的眼睛”。通过建立起以单

项资产为预算标准的资产型修理费管

理核算模型（见图1），完成了预算编制、

动态监控、费用核算、考核分析等四个

重要环节的核算、管理和控制。

一、预算编制环节

“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公司一开

始就把修理费预算当作“龙头”来抓。

先把修理费划分为日常维护、固定维

护（细分为固定维护费和维护用料等两

项内容）、设备检验检测、装置停工大

修和非生产性修理等五种类型。又将

其中的日常维护费按照费用额度和修

理规模划分为大修理和小修理。公司

机动设备处是公司主管修理费的专业

部门。财务部门与机动设备处专业管

理人员共同将指标分解到各基层单位。

明确基层单位是修理费用预算的编制

和执行单位，指导这些单位在公司固定

资产信息管理系统中，对应单项固定资

产核定分解本单位的修理费预算指标。

最终上报的预算中包括需要修理的固

定资产的所属单位、所属部门、资产编

码、资产名称、规格型号、增加日期、

单台数量、原值、净值、累计折旧和减

值准备等主要固定资产信息。分解指

标时，还要明确计划在哪个季度修理，

并初步形成了季度预算。

通过与原值的对比分析，公司一些

修理费用占固定资产原值较高的问题

显露出来，对这类固定资产合理规范

后续支出，可以真正起到事前控制的

作用。以往简单地费用砍块、估算“拍

脑门”等现象得到了改正。前一年积累

下来的预算数据还可以为下一年预算

编制服务，看看有没有修理过于频繁或

修理费用过高的情况，这对分析和管

理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并发

挥了有效的监督作用。

 吴永烈 孟 林 周继光

资产型修理费核算管理的尝试与探索
—按单项资产动态管理核算修理费的创新

图1 资产型修理费管理核算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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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动态监控环节

为了实现修理费预算指标，动态监

控修理费发生的全过程最为关键。修

理费计划是按照每个单位占有和使用

的固定资产制定的，公司将年度固定

资产修理计划细化到季度，再从计划、

合同、施工、验收、工程量签认和结算

等环节全过程监督修理业务的执行情

况，并利用模型反映出修理固定资产

的基本信息、预算金额、合同和结算入

账等管理信息，具体内容如下：

一是资产信息，主要反映公司所有

在用资产的主要信息，反映被修理的

固定资产原值、净值和使用年限以及资

产使用效率，使修理费用的管理者能方

便快捷地了解到该项资产的基本状况。

二是预算信息，主要是按照公司、

单位、部门及单项资产等分类标准，反

映出年度预算和季度预算基本情况，

主要总括单项资产载体、季度修理计

划安排及专业部门实施计划等情况。

重点强化了预算执行的刚性，下达的计

划必须严格执行。

三是合同执行信息，主要是按照

每一项资产反映修理合同的执行情况。

财务人员与专业管理人员能够通过模

型动态实时了解每一项修理工程的开

展情况，合同签订的金额要低于预算

金额，便于过程中进行预算控制，防止

超预算现象的发生。

四是财务核算信息，即按照公司所

属单位、部门及单项资产分门别类地反

映财务核算结果，实时反映修理费支出

动态。模型特别设定了对单项资产修

理费超支的项目进行黄色预警。公司财

务管理人员定期将超支修理项目反馈

给相关责任部门，为公司修理费考核

提供了及时、准确的依据。	

三、费用核算环节

为实现精细化管理，公司把修理

费核算科目细化成七个明细项目，包括

日常维护、小修理、大修理、固定维护、

维护用料、设备检验检测、生产装置停

工大修理和非生产性修理等内容，主

要在“炼化修理费”、“其他业务成本”、

“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等科目归集

修理费用。公司还大胆尝试会计管理

职能向公司设备专业管理延伸，将分

散在各个不同管理层级的固定资产有

效管理起来，以固定资产信息数据库为

“抓手”。2008年，公司财务处和机动设

备处共同推进了公司固定资产信息化

管理向生产经营管理环节延伸、向基

层生产单位延伸，让基层生产车间固

定资产和设备管理人员直接上网操作、

管理和查询公司固定资产信息数据库。

公司和基层单位两级财务人员紧盯固

定资产信息库的变化情况，及时对资产

状态发生变化的点进行重点监控和管

理，并且直接与修理费项目费用挂钩，

车间设备管理人员做到了积极主动关

注设备修理业务及其实施效果。经过

两年多的不懈努力，公司固定资产信息

化覆盖面超过95%。与此同时，公司还

严格税务核算管理，关口前移，明确要

求维护修理用料必须由公司电子商务

部采购，生产车间直接领用，不能由修

理施工单位直接领料，进一步规范了

修理费管理，并按照国家《增值税暂行

条例》的有关规定，及时抵扣税金，节

约成本费用。

施工单位修理工作完成以后，车间

和基层单位专业主管部门要对修理工

程进行工作量确认和现场验收，公司

修理费专业部门、工程造价部门和审

计部门等要对修理工程结算进行审核。

最后由公司财务部门对修理工程项目

进行审核和结算入账。财务部门在办

理工程结算时，重点对修理费结算相

关费用指标进行监控，结合税法和会

计法的有关规定重点审核以下几个环

节：一是审核公司专业部门及直属单

位是否审核并确认了《工程竣工验收报

告》；二是公司及生产企业是否审批了

《修理费用预算指标控制审批单》；三

是是否编制了《修理结算验收明细表》；

四是审核《工程结算书》、合同及发票

是否正确无误，专业部门审核确认是

否齐全；五是修理结算是否对应到了

被修理的单项资产，修理记录是否准

确完整。这些监控措施可使财务人员

在修理费发生的过程中就能明确固定

资产的基本情况，通过细化核算保证了

修理费用与资产价值的一一对应和费

用的直观对比，可及时发现那些过度

修理情况。如果修理费接近或超过了

固定资产原值，财务人员可以提出管理

建议，例如新购置设备等合理意见。

四、考核分析环节

一是指标考核管理。坚持每个季

度首先将修理费考核结果下达到公司

修理费专业主管部门机动设备处，然后

再由公司机动设备处牵头,组织落实到

各生产企业修理费管理相关基层单位，

针对考核中反映出的问题和不足，查明

原因，提出考核奖罚的意见和建议，研

究制订有效的改进措施和办法，积极

组织改进。公司通过实施这样的“考核

首问制”，让基层员工明确考核不是目

的，鼓励相关管理人员突破“人情关”，

避免碍于情面、“走形式”等不良现象

的发生。更重要的是，通过严格考核促

进了公司修理费管理工作水平的提升，

推进了公司固定资产修理业务不断向

科学化、规范化和精细化方向发展。实

际工作中，公司专业部门对超出季度预

算指标的单位提出惩处建议，确保了预

算指标的顺利执行。

二是分析评价工作。首先，建立单

项固定资产修理信息数据库。该管理

模型中对完工修理工程做了详细的固

定资产修理记录。如果在以后年度对

一项固定资产进行修理，先要查阅该

项固定资产修理的历史数据。通过对

比分析，可以很容易地判断出该项修理

需要的资金额度和工作量的合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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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该项修理业务预算的审核就能确保

真实可靠。通过合同审核环节，将修理

费控制关口前移，要求在签订合同的同

时，必须提报公司资产管理信息数据库

中该项拟修理固定资产的基本情况，财

务人员在这一环节中可发挥监督控制

的职能。其次，注重将税法和会计法有

关政策落实到每一项固定资产修理业

务中去。新会计准则的一项重大转变

就是从损益观向资产负债观转变，而

要把新准则的这种理念落实到固定资

产修理上，就必须利用该模型清晰核

算和跟踪公司每项固定资产修理业务。

新所得税法明确资产原值50%改良支

出的界限。为此，公司着力规范模型中

修理费发生额度不超过此项标准，并

做好税务会计控制和特殊事项纳税调

整工作。除了要求财务人员关心固定资

产修理的税法、会计法有关标准和要

求外，公司还积极引导企业基层固定资

产使用人员和基层固定资产专业管理

人员关注分管的固定资产所面临的管

理风险。最后，认真监控每一项固定资

产的“生命周期”，努力从起点到终点做

好固定资产全周期修理控制工作。应

该说，修理是固定资产循环中的一个重

要环节。公司把修理按重要程度划分

为停工大修、检修、小修等，而每一类

修理所需的间隔期是不同的，例如停工

大修理需要三年以上的间隔期，公司就

会有预见性地在模型中设定该项固定

资产下一次停工大修理的年份，借鉴模

型中记载的历次大修理工作量给出下

次大修理发生的费用额度。如果该项

资产停工大修理距上次时间不到一年，

就要详细分析是什么原因，并要求专业

部门调查分析上次大修理的质量情况。

从而使公司在大修理工作安排和费用

审定上找到了一个科学管理的途径和

办法。

（作者单位 ：中国石油抚顺石化公司）

责任编辑  李斐然

开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资金结

算中心（以下简称开滦资金结算中心）

围绕集团公司集中管控的总体工作目

标，按“结算、服务、管理、监督”的职

能定位，不断提高财务管理水平，有力

地保障了集团的正常生产、经营和对外

扩张对资金的需要。

一、资金结算中心机构设置

开滦资金结算中心现有工作人员

14人，按二级单位分设4个结算科，负

责50多个三级开户单位的内部结算和

对外支付业务的结算，另设1个综合科，

除负责资金结算中心资金日报及会计

报表编制和结算系统维护等工作外，还

负责会计核算软件的开发与维护工作。

资金结算中心实行网上结算，在二、三

级公司不设分支机构，只设终端，因此

二、三级公司无须增加人员和改变内部

业务流程，减少了三级公司出纳人员去

银行办理结算业务和月末三级公司间

对账的工作环节，提高了工作效率和资

金安全程度。

二、资金结算中心的管理职能

（一）统管银行账户

为有效实现资金集中管理，开滦

资金结算中心分别为各单位开设银行

只收账户和银行只支账户各1个，其余

账户全部撤销。各单位银行只收账户用

于自销业务的回款，只收不支，只收账

户与结算中心账户实现了网上对接，只

收账户存款定时自动划入结算中心银

行账户。只支账户是各单位日常报销等

现金支出的专用账户，只支账户只支不

收，结算中心下拨款是该账户的唯一收

入来源。通过只收账户和只支账户的

设置，既满足了各单位销售回款结算和

日常报销的需要，又实现了资金集中管

理有效控制的目标。

（二）资金统筹安排、分灶吃饭

资金结算中心对集团公司统一销

售的煤款实行统收统支，对各单位的自

销收入采取集中管理、分灶吃饭、自收

自支、结余归己的原则，不平调各单位

 覃春平

注重过程控制  强化资金管理
—开滦资金结算中心运行管理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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