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企业财务

搞好跟踪服务  
提高企业效益

杨丰仪  柳 君  滕松远

近儿年来，山东省招远市财政部

门围绕转变经济增 长方式 、提高企业

效益这个根本点，从加强企：业财务管

理入 手，搞好跟踪服 务，推动了全 市

国有 、市属企业的健康发展，1995 年

全市 36 户市属企业无一户 亏损，实

现产 值 244 243 万元，利 税 17 207

万元，财政收入 10 834 万元，超额完

成了省政府下达的过亿元的奋 斗目

标。
一 、扶持企业加强技术改造。前

些年，招远市经济增长方式只停留在

大干快上大投入上，没有把握住经济

效益这个中心，经济发展 与财政收入

明 显不同步 。 近儿年，财政部门充分

认识到，经济 要发展，技改 要 领先。
为了提高技改资金的使用效益，避免

盲目投入，财政部门把宏 观调控 、优

化投资结构摆到 首位，积极 为市 委 、

市政府和企业当好参谋，努力选准投

资方向，追求实实在在的速度 与效

益。一是科学论证，提高资金投入的

准确性。财政部门根据市政府的规

划，依据全 市工业企 业优势和发展趋

势，经 与有关 部门 反复 论 证，确定把

技术改造资金用于黄金 、机械、轮胎、

化 工等 主导产业 、支柱产 业 和 重点项

目上，并对每 个项目的原材料 、市场

运作情况、资金技 术 含 量 、发展趋势

等各方面县体分析研究，对 于确定应

扶持的项目，做到快投入，促使怏投

产、快达产。市乳品厂 是由原糖厂改

建的，先后换过八 任厂 长，上的项目

不下 30 个，但都赔掉了底。为挽救

这个厂，避免更大的损失，财政部门

组织 专人成立了“智囊团”，经考察建

成了“ 力源豆粉”生产线，财政投 入

728 万元技改资金，产品一下 子打开

市场，年新增利税 274 万元。二是在

企业技术改造资金的投入使用上，克

服了以 往“撒芝麻盐”的做法，坚持集

中投入，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如近

两年内财政集中投入市电 子材料 厂

2 500 多万元技改资金，与外资配套

使用，生产的产品销售 10 多个国家，

年增加利润 1 200 多 万元。投入市

轮胎厂 2 600 多万元，新上子午胎、

工 程胎等新项目，使企业迅速发展起

来，1995 年给财政贡献 1 458 万元，

占全市财政收入的 8% ，成为第一贡

献 大 户。1993— 1995 年，市 财政集

中用 于技改的资金达 1 .22 亿元，扶

持了 202 个项目，项目成功率达到了

100 % 。三是 主动跟踪问效。为保证

财政扶持企业资金效益最大化，财政

局成立 专门的“资金管理处”，负责项

目 考察和资金投放，对每 个项目 、每

笔资金的投放都及时派人跟踪，发现

问题及时解决。
二、帮助企业念好理财经。针对

一些企业财务管理制度不健全，或制

定的制度不合 乎实际，不便 于操作，

直接影响企业效益这些疑难病症，财

政部门 主动 登门，甘当企业的“ 医

生”，及时把财务管理的良药妙方送

上门，起到了促产增收的作用。

第一
，把准“脉搏”，因企制宜建

全规章。针对 乍 业财务 制度建设不

规范或制度建设流于形式的问题，财

政部门组织 专门班子，对企业财务进

行 了全面整顿，并把整顿的重点放在

企业财务基础管理和强化企业财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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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建设 上，先后根据“两则、两制”

要求和分行业会计制度，按照企业生

产经营的特点，对国有工交商贸企 业

财务管理提出了实施意见，如在企业

原始记录 、定额管理 、往来结算管理、

固定资产 、销售收入及利润分配等方

面都提出了 可操作性的 要求。完整

有序的财务会 计工作秩序得到 了建

立和巩固

第二，定期“查体”，切实搞好财

政监督。企 业财务管理如同人体一

样，需 要经常检查，发现 毛病及时医

治。为 了维护财政法纪的严肃性，对

那些违反财务 规定，并屡查屡犯，严

重伤害国家利益的行为，财政部门采

取的方法就是大胆动手术，保证大局

利益不受损。如有一户企业，财务管

理比较混乱，严 重影响了生产和因家

利税任务的完成，财政部门组织驻厂

员和大检办一起进驻该厂，对所有帐

目进行清 查。并坚持照章办 事的原

则，对查出的问题严肃处理，该罚的

罚，该交的交，决不 让其在经济上得

到好处，对查出的 20 多万元违纪金

额，全部 上交 了财政。财务上公开处

理了一家，在全 市敲响 了警钟，从而

提高了企业依法管好财务的自觉性。
第三 ，经常“滋补”，提高 企 业财

会人员的自身素 质。财政 部门 首先

是协助企业选好 人 才，调换不懂财务

管理业务的“ 南郭先生”。为加强财

会 人员 上岗管理，对 1 300 多名会计

进行岗前办证，无证者决不准上岗；

对查出的 30 名 不懂 业 务，凭 关系占

位的财会人员，通过企业全部调换了

岗位。其次加强会计队伍培训，针对

新形势下企 业财务管理的特点，定期

举办财会 人员培训班，每年参加培训

的人 员达 3 000 多 人次。 从 而提高

了 企业财会人员的整体素质，促进了

企业内部财务管理水平的不断提高。
三 、推动 企 业经营机制快转 变。

搞活企业，培植财源，这是财政 部门

永恒的主题。但搞活企业，关键是应

在企业改革上想点子，做文章，当好

企业的参谋。几年来，财政部门在服

务企业改革方面主要做了这几项工

作：

一是深化粮食企 业改革。粮价

放开后，长期拄着财政拐棍搞经营的

粮食企业被推向了市场经营的“快车

道”，企业原有的经营思想和经营方

式很不适应。粮食企业如何才能获

得更大的发展？危机感、责任感、紧

迫感迫使财政部门动脑子、闯路 子。
1993 年财政部门按照“盈不交、亏不

补”的原则，对粮食企业实行了盈亏

总承包一定三年。重点抓了四方面

工：作：首先在承包内容上，要求集团

公司稳购保销，就是保证国家粮油收

购任务，保障粮油仓储保管，保障粮

油市场供应，不脱销不断档，发挥粮

油流通主 渠道的地位和作用。其次

是实事求是确定企业利润基数，增强

企 业发展的动力。本着既 考虑市场

因素，又能调动企业积极性的原则，

经过反复测算，确定以 1992、1993 年

两年盈利 基数递增 5% 作为承包盈

利基数。第 三是对所得税实行先征

后返。返还的所得税留给企业，作为

粮食 专项发展基金，增强企业发展后

劲。 第四是实行奖罚政策，充分调动

企业发展的积极性。规定粮食企业

在完成承包基数的基础 上，每超额实

现 10 万元，40% 用作奖励基金，重点

奖励企 业能人，完不成承包利润的，

企业干部职工用风险金抵补。通过

实行总承包，改变了粮食企业躺在财

政补贴上吃大锅饭的局面。在全国

粮食行业经营萎缩、生意萧条的情况

下，招远市 1994 年出现了全省首家

百右万元利润粮所，1995 年又 相继涌

现出 口 家 百 万元利润的基层粮食企

业，其中有 一 家达 200 万元。

二是理顺 了外贸企业的管理体

制，变包袱为财富。1994 年外贸体

制下放地方管理时，各种亏损挂帐高

达 1 000 多万元，成为财政的一大包

袱。财政部门经多次深入企业发现，

影响企 业效益的“疑难症”在 于总公

司与 下属各分公 司“经营利益和责

任”悬空。各分公 司挣钱自己花，花

钱伸手要，亏损往上挂。为改变这种

状况，财政部门委托社会中介机构对

外贸下属 10 个分公司 进行 了一次清

产核资，对企业的资产 、债务及各种

亏损挂帐进行了界定，分清了企业经

营的权利和责任，在此基础上又将所

属分公司裂变成 为 8 个独立核算的

经济单位，下达 了经济效益及资产保

值增值指标。对厂 长经理实行严格

考核，一年 亏损加罚工资，两年 亏损

自动辞职。在分配上推行了岗位效

益工资制，实行 一岗一薪，岗变薪动。

通过改革，初步形成了企业责 、权、利

分明的管理形式，企业发展出现 了良

好态势。1995 年实现利税 427 万

元，弥补以 前年度 亏损挂帐 43 万元。

三是改革资产组织形式，实行股

份合作制。几年来，财政部门把股份

合作经营作 为转变 企业经营机 制的

一 条有效途径，在有条件的 企业推

行。目前，市属企 业有 9 户推行 了股

份合作制，干 部职工 入股少则 2 000

元，多则 10 000 元。股份制的实行，

为企业发展带来 了活 力。威达 硅胶

股份有限公 司是山原国有硅胶厂改

制形成的，职 工 出资购 买 了全部股

权，由 于经营责任 和资产关系比较明

确，企业发展迅速，改 制 当年实现利

润 70.3 万元，提 供 财政收 入 108 万

元。通过股份制改造，用利益这条纽

带，把国家 、企 业和个人紧紧捆 在一

起，使企业机制得以转换，活 力得以

增强 。 悬空的公有生 产资料落到 了

实处，国有资产得到了 有效保障；职

工真正成了企 业的 主人，积极性和创

造性得到 了发挥：彻底解决了负盈不

负亏的难题，国家利益得到了保护，

企业发展 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良好态

势。

（责任编辑  张 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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