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预算收支及其所涉及的部门和单位。这样有助于审计

质量的提高。会计师事务所做为社会公证监督者，它的

任务应包含国家财政预算收支单位以外的所有企业、

公司、事业单位。

建立完善法律制度，约束监督人及监督对

象的行为

实现上述目标要有一个过程，在现实条件下，应从

建立健全财务监督的法律入手，解决如下问题：

——用法律约束监督对象的行为。实行社会公证

财务监督过程中，必须健全完善的财务监督方面的法

律、规则，使其既符合国际惯例、有法可依，又能约束监

督对象的行为规范。

——制定必要的法律、约束监督人行为，要实现公

证会计监督，就必须尽快建立相应的法律，如《注册会

计师法》等，对监督人营私舞弊行为进行严格的监督和

约束。偏离法律规定，出具伪证的就应受到法律制裁。

—— 充实加强注册会计师队伍。这是实现转轨的

重要措施。全国已有的注册会计师队伍，存在三个问

题：一是年龄结构老化；二是知识结构老化；三是素质

不高。要解决这些问题，在加强法制建设的同时，要尽

快充实新生力量。其途径既可从社会上公开招聘，也可

从新毕业的大学本科以上毕业生中，补充一部分，经过

培训考核后上岗，同时，各级财政部门要重视和加强对

会计师事务所的领导，解决他们对外业务活动中的问

题，以推动和促进我国财务监督机制尽快适应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

在财政
战
线
上

“逼”出来的 飞 跃

——记山东省泰安市郊区 财政局

侯彦谦  张文青  宋洪岩

泰安市郊区的前身是原泰安县级 市。1985

年 1 月，撤县级 市划泰安地级 市时，原财政一分

为 三，留 给 这个 区 的 收 入 仅 占 当 时 财 政的

17%。一夜之 间，这个区就从富裕户 变成了“要

饭户”。到 1989 年春，累计财政赤字达到了 700

万 元。

1989 年 5 月 7 日，这“要饭”财政的 篮 子，

一 下 子 挎 在 了一 个 年 仅 33 岁的“毛 头 小

伙”——陈明军的肩头。穷则思变！陈明军立下

了军令状：财政局这一届班 子，如 果甩不掉“要

饭”的篮子，就 集体向区委、区政府交辞呈！于

是，他们迈开双脚深入企业，首先找出 了财政连

续三年赤字的原因：一是企业少，区直属企业大

大小 小仅有 11 个。无“鸡”怎下“蛋”？二是现有

企业不适应市场经济的新形势，效 益低下，摇钱

树枯怎生钱？一个“运用财政杠杆，引导企业大

步走向市场，先育摇钱树，培植财源”的思路形

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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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 部门要引导企业走向市场，首先自身

要有适应市场经济变化的新机制。他们一合计

先在自身闹改革！第一炮，他们把局所辖的资金

信 用管理处推向市场，变为经济开发投 资公 司，

拓宽了筹资渠道。紧接着，又对会计师事务所和

国债服务部实行了招标承包。土地经营、房地 产

开发，是近年 才出现的聚财热点，他们闻风而

动，积极“插上 一手”。预算外资金管理方法陈

旧，资金不易掌握，不能发挥作用，他 们推出 了

收 支两条线管理的新措施，把预算外资金纳入

了正规管理渠道。改革财政资金投放办法，变三

年一放 为一年一放，对按时偿还信 用好的企业，

返还 10%的利息，作为 奖励；逾期不还的，加收

20%的占用费。这一改，使财政资金的周转速度

比过去提高 2 倍。财政局还制定了支持企业走

向市场的 10 条优惠政策措施……。大胆改革，

使泰安市郊区财政局逐步形成了适应市场经济

需要的理财新机制，为走 出财政“赤字”困境创

造了新的生机和活力。

俗 话说：钱能生钱。但是没有钱怎么办呢？

泰安市郊区财政局的办法是：向上 拆，横向借，

多方筹，内部挖。

1990 年冬天的一个傍晚，电话里传来了令

陈明军激动的信息：近期，省财政厅有部分资金

将要放出。放下电话，陈明军接通了正在为资金

发愁的盐化厂，让他们连夜写 出项目报告，以 便

第二天一早赶到济南。天不做 美，夜里下 了一场

鹅毛大雪，天亮时路上 已积雪一拃多厚。有人建

议 ，过几 天再去。陈明军说：“过了这个门，还不

知啥时才有那个坎，今 天一定要到济南！”当他

们满身雪花，气喘嘘嘘地 将报告 呈到省财厅领

导手上时，省厅领导深深地被这种坚韧不拔的

办事精神感动 了，当即研 究作出决定，拿出 100

万元，扶持盐化厂。就 是用这种精神，几年来，他

们跑北京、上海、青岛，闯各级 财政、金融部门的

大门，多渠道筹集资金扶持企业。1989 年，投 入

2 351 万元，1990 年 2 682.5 万 元，1991 年达到

4242.8 万 元。用这些资金扶持 了 260 多个企

业，1991 年共增产值 2.4 亿元，实现 利税 2 453

万 元。

为 了拿出更多的资金支持企业，泰安市郊

区财政局把上级拨给局里改善办公、住宿、交通

条件的钱都拿了出来。财政局现有干部职工 86

人，仅 有几 间办公 室，近年来，上 级 财政部门陆

续给 他们拨 了 210 万 元，改善办公、住宿条件。

1985 年区商业局成立 后，数年间一直只有一个

五交化和食品公 司，为扩大经营范围，新建了百

货、装饰、茶叶、蔬菜、副食品 5 个公 司，公 司有

了，却为筹集不到流动资金发愁，商业局负责同

志找到财政局请求支援。陈明军召集大家一合

计，统一 了思想：办公挤一点、宿舍晚住 两年没

啥，先把钱用在刀 刃上。至今，局里有 10 多间办

公 室，仍是在外租 赁的房屋。

企业是财政的活力之源。启动这个不竭之

源，泰安市郊区财政局靠的是转变职能，铺下身

子真心实意地服务企业。1991 年 10 月，局里推

出 了服务企业的“一条龙”措施。即：从信息提

供，项目 考察，资金筹措，设备引进，销售服务，

效益跟踪，到资金回 收 7 个环 节一环接一环，环

环 紧扣，搞好服务。

黄前塑料厂由 于产品 不对路，内部管理混

乱 ，企业连年亏损，累计亏损额达 62 万元。

1991 年 10 月，区财政局的同志去北京时，

从一个 朋友那里获悉一条信息：国 家公安部正

准备推广折叠式摩托车头盔。这个项目还是国

家空白。财政局的同志立即返回 泰安，把信息提

供给 黄前塑料厂，并同厂 家一起立即组织人员

奔赴上 海进行考察。考察结果可行。财政局立

即行动起来，同企业一道一上 北京三下上海，筹

措资金 70 万元，引进了设备，硬是把黄前塑料

厂 救活 了。这个 项目于 1992 年 5 月正式投产

后，到 10 月底已产头盔 5 万个，实现纯利 40 万

元。

神州化工总厂是个多年的 乡镇企 业，产品

老化，销路不畅。他们向区财政局提 出请求支援

后，财政局的几位负责人立即同他们一起研究

了开发新项目的方案。没有项目信息，区财政局

同他们一起出去跑。1992 年 4 月得知 青岛化工

学院要转让新型化工材料聚合硫生产技术，他

们 立即奔赴青岛，请专家来对神州化工厂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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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设备进行了考察。又筹措了近 100 万元的资

金，上 淄博帮企业引进了可年产 2 000 吨 聚合

硫的先进设备。这个项目已于去年 10 月 14 日

正 式投 产，可实现利税 20 万元。

为 了增强企业的活 力，泰安市郊区财政局

注重帮助企业加强内部管理。近年来，先后帮 7

个企业建起了内部银行，并积极 帮助企业清理

“三角债”。第二汽车运输公 司由 于财务管理混

乱，效益差，1991 年亏损额达 26 万元。1992 年，

区财政局派去 3 名干部，用 3 个月的时间，帮助

这家公 司建立健全了财务帐目和 16 章 40 多条

的财务规章制度，培训 了主 管会计和核算会计。

并帮助企业对运输中的各个环 节进行核算，堵

死 了几 十处漏洞，建立 了各个环 节上的收 费标

准和规定，使运杂费下降了 5 个百分点。管理加

强后，效 益立即就 上去了，已实现利润 20 多万

元。

泰安市罐头总厂，是个有 1 100 多名职工

的大厂，累计亏损达 1 000 多万元。1992 年初，

市里把这家企业交给 了郊区。接受这个企业后，

区财政局立即同有关部门一起进厂调查研究，

找出 了企业亏损的根源，主要是原料无着落，生

产一直吃不饱。财政局立即筹资 45 万元，帮助

建起 7 000 亩芦笋基地，一下就 解开了企业的

难扣子。针对罐头厂劳动 力比 较富余的情况，财

政局帮他 们建立 了厂内劳务市场，使现有职工

根据生产季节，在车间与车间之间进行流动，解

决 了一些岗位无人，一些岗位闲人过多的问题，
使企业的活 力 大增。预计 1992 年，企业可减亏

250 万元。

深化改革，广筹资金，服务企业，使曾经连

续三年财政赤字、连“吃饭”都困难重重的泰安

市郊区，近年来实现 了财政收支平衡，并抵补历

年赤字 34 万 元。1991 年全区 实现 财政收 入

4 057万元，比 1985 年翻了一番还多。这虽算不

上什么赫赫战绩，但每一分钱上，都流淌着这个

区财政干部职工的汗水。

在财政战线上

开拓者的足迹

冯健民  孟祥会

东 北边陲 小 县绥 滨，交通极 为 不便，1980

年以 前，全县工业没有一个盈利的企业，所辖 2

镇 10 乡167 个村屯中有三分之一吃粮靠返销，

花钱靠贷款，县财政收 入多年徘徊 在 180 万元

左右，是黑龙江省 32 个贫困县之 一。

1973 年，土生土长的杨玉同志担任 了县财

政局副局长，他深知 当地群众生活贫困的苦衷

和渴望脱贫致富的愿望，上任伊始 ，就 不断地琢

磨着兴边富民之计。

“无工不富”，治穷必兴工。绥滨镇轴承厂亏

损严重，面临倒闭，经专家论证决定转产改造，

生产啤酒，但 地方财力拮据，钱从哪儿 出？杨玉

同志二话没说，千方百计筹集资金。几年来，通

过各 种渠 道 为啤 酒 厂 的 建设 和 扩 产 共 筹 资

607.9 万元。投 产 第一年，就 上缴财政税金13.6
万元，到 1990 年，已经增长到 260 万元，9 年共

为 县财政上 缴税金 1 401 万元，成为 县财政的

支柱企业。酱菜厂是个老企业，设备陈旧 ，工艺

落后，连年亏损，杨玉同志多次 到该厂 调查，向

县政府建议 为这个厂拨款 5 万 元翻建厂 房，更

新设备，并请来了省里腌制专家进行技术指导，

使这个厂一举扭亏为盈。人们都说杨玉同志生

财 有道，他手中的 财权，有如 法老 手 中的“魔

杖”，可以“点石 成金”。

金钱的价值在于不断的循环运动，杨玉同

志始 终牢记这个道理。企业赚了，财政富了，他
又 鼓动兴办了肉禽加工厂、羽绒厂、乳品 厂、麦

芽厂 等，县镇企业如 雨后春笋破土而出。

“无农不稳”，兴工须兴农。为 了让占全县人

口 80%的农民富起来，杨玉建议 县政府采取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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