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企业财务

开创国有施工企业
财政财务管理工作新局面

缪礼煊

“八五”期间，国有施工企业完成了一大批

基础设施、基础产业的建设，新增 发电总量

7 500 万千瓦；新增铁路营运里程 3 000 公里，

复线 3 848公里，电气化 2 973 公里，基本建成

京九、宝中、集通新线和兰新复线；新建和改造

公路 9.2 万公里；新建和改建沿海港口中级以

上的泊位 170 个，增加吞吐能力 1 .38 亿吨；电

话交换机总容量新增 5 895万门。国有施工企

业的艰苦努力，为整个国民经济持续 、快速 、健

康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八五”期间，财政

部门在财税政策、财力以及企业财务管理等方

面，对国有施工企业提供了必要的支持。
（一）实行施工企业新财务制度改革。1993

年，国有企业实行“两则”，同时，国有施工企业

实行《施工、房地产开发企业财务制度》。实行

新的财务制度以后，国有施工企业在 一定程度

上减轻了负担：一是为国有施工企业卸下福利

费超支等历史包袱近 50亿元；将原国拨流动资

金转贷款部分转为国家资本金的数额达 30 亿

元，适当地降低了企业负债水平和财务费用。
二是实行新财务制度后，一方面缩短了企业的

固定资产折旧年限，企业可在国家规定的折旧

年限区间内，自主选择折旧年限；另一方面，对

国有施工企业技术进步较快或使用寿命受工作

环境影响较大的施工机械和运输设备，经财政

部批准可采取双倍余额递减法或年度总和法实

行加速折旧，加快了企业资金的回收。据统计，

国有施工企业执行这一制度，综合平均年折旧

率提高了 2 至 3 个百分点，每年可多提折旧 20

多亿元，使企业增加了自行支配的资金。三是

新财务制度根据国有施工企业拖欠工程款严

重、应收帐款风险大的特点，规定国有施工企业

可以按应收帐款余额的一定比例提取坏帐准备

金，使施工企业坏帐能够及时得到处理，并提高

了企业坏帐风险意识等。
（二）理顺财务关系、加强财务管理。各级

财政收回建设银行代行的财政职能后，积极开

展工作，顺利地完成了国有施工企业财务管理

的交接工作，从不同的角度理顺了财务关系。
如自 1994 年起，财政部将水电、煤炭施工企业

纳入中央预算管理，理顺其财务关系并对其实

施财务管理、财政监督。另外，许多省市的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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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局对地方级国有施工企业开展财务登记工

作，对以往未纳入财政管理的国有施工企业，通

过财务登记清理出来，纳入地方财政管理范畴。
1995 年地方级国有施工企业财务决算汇总户

数比 1994 年增加 1 361 户，增长 57% 。
为加强财务管理和财政监督，一些省市根

据本地区的情况，提出加强施工企业财务管理

的意见。如：四川、内蒙古等地颁发了《加强国

有施工、房地产开发企业财务管理的通知》，安

徽省印发了《施工、房地产开发企业财务若干问

题的暂行办法》等。为规范国有施工企业财务

行为，电力、冶金、铁道、核工、煤炭等部门积极

督促、指导本部门所属企业加强内部财务管理；

在资金管理方面，一些大中型企业结合施工企

业点多面广、资金分散的具体情况，纷纷采取具

体措施，如建立企业内部银行或资金结算中心，

制定资金集中管理办法，注重资金预测和资金

的计划管理，制定资金的清欠及回笼；为加强企

业的成本管理，交通部对其所属的施工企业在

成本核算方面进行了规范。
（三）积极参与国有施工企业清产核资工

作。对企业清理出的各项资产损失和资金挂帐

认真审核，经同级财政部门、国有资产管理部

门、清产核资机构审查批准后，分次冲减国家所

有者权益。“八五”期间，全国国有施工企业共

核销处理各项资产损失、潜亏挂帐以及坏帐损

失达 85亿元。通过固定资产价值重估工作，重

估增值 100多亿元，通过折旧转化为企业营运

资金。另外，对使用基本建设“拨改贷”及经营

性基金的国有大中型施工企业，确实难以还贷

的，将“拨改贷”投资贷款余额挂帐停息，并将逐

步转为国家资本金。
（四）积极扶持国有施工企业，为企业发展

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针对国有施工企业存在

的困难，各级财政部门制定相关政策及组织部

分资金扶持国有大中型施工企业，提高其市场

竞争能力。如原国家对电力部所属水电施工企

业免征所得税，实行新税制以后，考虑水电施工

企业未弥补亏损数额较大、无积累、历史包袱

大、社会负担沉重、离退休人员多等客观因素，

对电力部所属水电施工企业“八五”期间实行上

缴财政的所得税 50% 返还；为加快邮电施工企

业技术装备的更新步伐，财政部同意对邮电部

所属国有施工企业的施工机械及运输设备实行

加速折旧；为扶持国有施工企业进行技术改造，

搞活国有经济，吉林、湖南、南京等省市利用部

分周转资金提高国有施工企业技术装备水平；
、青海等省建立了施工企业技术改造贷款财政贴

息制度；江苏、成都等省市对优化资本结构和建

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的国有施工企业实行所得

税 15% 返还的政策。各级财政部门还积极参

与了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和企业集团试点等方面

的工作，并审定落实了相关的财政税收政策，为

国有施工企业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五）完善国有施工企业百元产值工资含量

包干办法。针对国有施工企业百元产值工资含

量包干办法职工工资单纯与产值挂钩，容易助

长企业片面追求产值这一问题，各级财政部门

积极与有关部门配合协作，贯彻工资与经济效

益挂钩的精神，加强对工资含量包干工作的管

理，不断完善百元产值工资含量包干办法。一

是参与合理确定工资含量系数，严格控制含量

工资支出；二是严格审查计提含量工资的产值，

对一些如营业税等带来的非效益工资进行剔

除；三是采取产值工资与产值利润率双控制的

措施；四是实行产值、利润复合指标挂钩试点。
例如交通部等部门对其所属施工企业实行了复

合挂钩办法；北京、上海、辽宁、吉林、南京等省

市财政厅（局）也对地方级施工企业采取了复合

挂钩方式。南京市实行工资与产值、实现利润

复合挂钩的办法后，市属施工企业利润水平得

到大幅度提高，1994 年实现利润比上年增长

27% ，1995 年比上年增长 30 % 。实行复合挂钩

的办法使原有的办法大大前进了一步，基本做

到了产值、利润、个人收入同步增长，进一步体

现了工资与经济效益挂钩的精神。
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

2010 年远景目标纲要，“九五”期间国有施工企

业财政财务管理工作总的思路是：积极推进两

个转变，深化企业改革，振兴支柱产业。从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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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经济效益入手，把财务管理作为企业管理

的中心，把资金管理作为企业财务管理的中心，

加强成本管理，搞活国有经济。工作重点是加

强企业成本资金管理，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减亏

增盈，培养财源。为此，“九五”期间，各级财政

部门应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促进国有施工企业的改革和发展。各

级财政部门要针对国有施工企业存在的问题，

积极主动配合有关部门抓好国有施工企业转换

经营机制工作，认真贯彻落实《国有企业财产监

督管理条例》，既要保障企业生产经营自主权，

又要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对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试点企业，要根据不同特点，在一些重点难点问

题上取得实质性进展。积极参与国有施工企业

的改组改制工作，对一些大中型骨干企业给予

一定的扶持。对一些国有小型企业，可以放开

搞活，根据不同情况，采取改组、联合、兼并、股

份制等形式。要积极参与制定和落实深化企业

改革的综合配套措施，积极创造条件，多渠道分

流企业富余职工，分离企业承担的社会服务职

能。“九五”期间，国家将安排一部分资金，用于

鼓励企业兼并、破产，降低企业的资产负债率。
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使国有施工企业成为

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

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从而搞活国有经济。
（二）加快国有施工企业的技术进步。为鼓

励大中型国有施工企业加强技术改造，以技术

进步提高经济效益，有条件的省市可安排一部

分资金，用于改善大中型国有施工企业技术装

备水平，也可对利用银行贷款改善技术装备水

平的部分国有大中型施工企业，在一定贷款期

限内、一定利率范围内给予一定量贴息；对部分

技术进步较快或使用寿命受工作环境影响较大

的施工机械和运输设备，经批准，可采用加速折

旧的办法计提折旧；对财政部门负责收缴的国

有资产收益留给企业，暂不上交财政。通过财

政部门对国有施工企业技术进步的支持，既促

进企业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增强企业实

力、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又达到培植财源，增加

财政收入的目的。

（三）调节个人收入分配，进一步完善工资

分配制度。国有施工企业实行复合指标挂钩办

法，是完善百元产值工资含量包干办法的途径。
各级财政部门与劳动部门根据各地区的不同特

点，将企业的工资总额的一部分同产值挂钩，随

产值的变化而浮动；另一部分同利润等指标挂

钩，随利润等指标的变化而浮动；也可研究将企

业的 工资总额同税金、利润、国有资产保值增

值等指标挂钩。逐步推行复合指标挂钩的方

式，弱化产值指标，强化利润等指标的制约作

用，促使企业加强经营管理，提高综合经济效

益，提高利润水平。
（四）指导、帮助企业加强内部财务管理。

国有施工企业效益低，一方面与外部环境有关，

另一方面与企业内部管理的好坏是分不开的。
企业内部管理的中心是财务管理，财务管理搞

得好，企业才能搞活，才会有效益，才会有发展

后劲。企业内部财务管理要切实抓好资金管理

和成本管理，通过盘活资金，节约挖潜，提高经

济效益。抓好国有施工企业内部财务管理的根

本点在于加强企业内部财务制度的建设。各企

业主管部门、各级财政部门，要集中力量，指导、

督促国有施工企业制定内部财务管理办法，切

实抓好企业内部财务制度建设。同时，财政部

门要将服务与监督结合起来，国有施工企业建

立的内部财务制度应报财政部门备案，财政部

门要认真审查并提出修改完善意见。
（五）积极采取措施，切实发挥财政部门职

能作用。第一，积极参与工程定额、工程取费标

准的制定，理顺建筑产品价格。参与制定工程

定额、工程取费标准工作，是建筑技术经济管理

的重要内容，也是财政职能的组成部分。工程

定额中人工、材料、机械台班等价格，以及各项

取费标准制定的是否合理，直接关系到建筑产

品价格是否合理，直接影响施工企业效益水平，

也影响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各级财

政部门要与有关部门共同做好工程定额、工程

取费标准的制定工作，使建筑产品价格走上科

学合理的轨道。第二，采取措施尽量减少因拖

欠工程款给国有施工企业造成的损失。拖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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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款是近年来严重困扰国有施工企业的问题，

各级财政部门要发挥既管理预算内基本建设资

金拨付工作，又管理施工企业财务的优势，对预

算内基本建设投资项目，坚持按基建程序、按年

度计划、按工程进度、按年度预算拨款。对施工

企业完成的工作量，应督促建设单位及时确认

并拨付资金；对“拼盘”项目，要做好基本建设资

金的源头控制，督促非财政资金来源的落实以

及资金的及时到位，努力减少拖欠工程款。第

三，切实加强施工企业财务管理基础工作。一

是要深入企业大力开展调查研究，真正为企业

排忧解难；二是发展现代化手段，在财务管理工

作中推广应用计算机，提高办事效率；三是加强

队伍建设，解决机构建设和人员配备问题，提高

人员素质，使财政部门的企业财务管理人员在

思想观念、政策水平、知识结构等方面与新形

势、新体制相适应，保证顺利有效地开展工作。
（责任编辑  吴春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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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施工企业普遍存在“高产值，低利

润”的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一些企业的领导者

和决策者过于依赖企业外部环境的改善，而忽

视了强化企业内部管理。施工企业如何强化内

部管理，提高经济效益呢？

一、树立正确的经营思想，进行科学的经营

决策

企业的经营思想，是指企业处理外部环境、

内部条件、经营目标三者之间关系的指导思想。
当前施工企业的经营思想应该是“面向市场、面

向社会 、优质高效、树立信誉、增加积累、强化管

理、自我完善、自我发展”。树立正确的经营思

想，应做到以下几点：第一，树立顾全大局的经

营思想，要有整体观念，充分发挥企业集团的优

势。就铁路施工企业而言，总公司、局、处各单

位要密切配合、统一行动、上下协调、形成集团

优势，以增强市场竞争能力。第二，树立提高经

济效益的经营思想和优质高效的经营意识，做

到以最少的劳动消耗，生产出尽可能多的社会

需要的产品。第三，勇于竞争、开拓创新，在施

工生产中做到质量以优取胜，技术以精取胜，工

期以快取胜，达到干一项工程，创一份信誉，树

一块牌子，稳扎稳打，稳中求进的目的，只有这

样，企业才会有生存力和竞争力。
施工企业除了树立正确的经营思想外，还

必须有科学的经营决策。要做到这一点，必须

讲究科学，发扬民主，做好经营管理与组织机

构、经营战略与技术发展、资源开发利用与合理

投资以及价格成本、生产经营方案、主攻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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