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顶山市鲁山县这方面工作抓得较早，也

做得比较好。1989 年，县大检查办公室查出县

林业局招待费、差旅费严重超支，车辆维修费开

支过大等问题后，县大检查办公室主任亲自带

领三位同志深入下去，会同单位领导和财会人

员查找原因，并帮助制定了 18条加强财务管理

的措施，主要内容有：1.固定资产应按规定清查

造册入帐，按各单位和个人的登记卡片精心保

管，丢失者，按价赔偿。2.育林金、罚没、检疫等

各种收入，必须到财务股领取统一收据，按财务

规定办理手续，并及时上缴财政。3.房租、水电

费，每月由办公室向财务股提供每户数据，财务

股统一扣款。4.职工下乡必须经有关领导同意，

认真填报差旅费报销单据，经财务股审核后报

请主管领导批准。5.不论开什么会，会议规模、

地点，都要提前通知财务股，待会议预算批准

后，按规定标准安排食宿。6.汽车用油由办公室

统一购买，按出车里程供油；汽车修理必须先造

预算，到指定地点修理，由财务股、办公室统一

结算。7.上级来客，由办公室统一安排领取“生

活安排通知单”，凭单到财务股报销招待费。这

些措施的实行，使该局 1990 年和 1991 年共节

约费用开支 2 万元，并且连续两年没有违纪问

题发生。

平顶山市大检查办公室每年都对大检查中

发现的各种违反财经纪律问题进行分类归宗，

对一些较普遍存在的问题，认真分析其产生的

原因，进而研究解决办法，促进整改，以防患于

未然。平顶山市粮食行业过去违纪问题一直比

较严重，到 1989 年违纪金额已累计达到 3000

多万元。市大检查办公室针对这种情况，进行了

反复的调查研究，找出问题的症结是粮食企业

普遍存在“等、靠、要”思想，自觉遵守财经纪律

的观念淡薄。于是他们对症下药，积极宣传财经

法规，并会同市粮食局制定和完善了粮食企业

财务管理办法。他们在一手抓制度建设和监督

检查的同时，还一手抓承包经营责任制的贯彻

落实，既提高了企业遵守财经纪律的自觉性和

管理水平，又促进了扭亏增盈。1990年和 1991

年，该市粮食企业出现了连续减亏的好势头，

1990 年比 1989 年减亏 216 万元，1991 年又比

上年减亏 231 万元；全系统的违反财经纪律行

为明显减少；市区粮食企业的会计工作全部达

标，有两家粮库晋升为省二级企业。

平顶山市大检查办公室还针对集体企业财

务管理混乱，违纪问题严重的现实，对全市集体

企业进行了调查和试点。在此基础上，他们起草

了《关于加强集体企业财务管理工作的报告》，

得到市政府的肯定和支持，被及时批转，从而使

集体企业的财务管理逐步走上规范化和制度化

轨道，抑制了集体企业违纪问题的多发和蔓延。

财务管理
完善包干  强化管理  
促进粮食减亏增盈

黑龙江省财政厅

我省是全国重点商品粮基地之一。多年来

由于粮食购销价格倒挂，以及经营管理不善，粮

食企业亏损已成为左右我省财政形势，影响预

算平衡的突出问题。为解决产粮、储粮越多、财

政负担越重、粮食企业包袱越大的问题，我省自

1989 年以来实行了粮食购销调及财务包干，并

使之不断完善，调动了各级政府既管粮又管钱，

真包实管的积极性，取得了显著效果。粮食合同

定购任务损失率，平均每年只有 2.5%，比包干

前的 26% 减少了 23.5 个百分点，平均每年减

少合同损失粮 28.3 亿斤；三年压销粮食 14 亿

斤，压销油 1.25 亿斤；粮食企业亏损，由 1990

年以前平均每年超亏 1 亿元的幅度递增，变为

1991 年比上年减亏 1.4 亿元。这样，不仅使财

政补贴得到控制，而且还用减少的价差补贴搞

了一部分重点食品企业技术改造和粮仓基础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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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一、进一步完善粮食包干办法，稳购压销，

减轻财政负担

1 99 1 年，为了保证完成国务院下达我省第

二轮粮食购销调及财务包干任务，省政府决定，

在保持上个包干期基本政策连续性、稳定性的

基础上，对原包干办法进行充实、调整、完善，继

续做到稳购、压销，粮食收支平衡，减轻财政负

担。

（一）继续压销粮油销量，合理调整定购任

务和企业损耗包干指标，减轻农民和企业负担。

我们积极配合粮食、农委等有关部门，深入市县

调查，发现需要减购增销 10 亿斤粮食包干指

标。解决这 10 亿斤粮食缺口，需要在包干任务

以外相应增加各地议转平任务，并由省财政增

加加价款、差价款 1.2 亿元。为做到粮食收支平

衡，兼顾财政承受能力，不再给农民增加新的负

担，经与主管部门反复协商向省政府提出：通过

压销粮食 1 4 亿斤、油脂 1.25 亿斤来解决少购

增销增加的粮食收支缺口问题。同时，1991 年

度，由省财政从议转平粮食的差价补贴款中安

排 2 000 万元，由省粮食局负责买议价粮，用于

弥补平价粮收支可能出现的缺口。这一建议得

到省政府领导的充分肯定，也受到了农民和企

业的欢迎。一是使减购后的粮食定购任务及压

销后的粮食销售指标得到落实，使粮食部门做

到粮食收支平衡；二是农民相应减少 2 亿斤定

购任务和 3 亿斤议转平任务，既增加了议价粮

源，随行就市卖给国家，又增加了农民收入；三

是财政部门用减少的加价款及时解决了主管部

门用于以 丰补歉的风险保证金，既没有增加财

政负担，又保证了全省粮食购销调包干任务的

完成。

（二）确定一定比例的保购系数，增加各级

政府的调控手段。为解决上一个包干期存在的

地市没有调控能力解决本辖区内的丰歉调剂，

把矛盾推给省里的问题，省政府在新一轮包干

办法中明确规定，各地要相应确定适当的保购

系数，其中：地市保购系数不少于 5% ，县（市）

不少于 10%，用于以丰补歉，确保各地定购任

务的完成。还规定对乡镇和村屯不加保购系数，

防止层层加码，加重农民负担。

（三）继续实行粮食定购保证金办法，弥补

灾年定购任务缺口。在新一轮包干办法中明确：

按省对各地下达定购任务 8%左右的比例，在

核定的包干总额内，参照粮食各品种的平议差

价相应由省财政核定粮食定购保证金 5734 万

元，专项用于灾年购买议价粮弥补因灾完不成

定购任务的缺口。此项粮食定购保证金必须专

款专用，不准挪作它用。

（四）建立粮食定购奖励基金制度。省政府

决定，从 1991 年开始，从省财政专款拿出 100

万元，对完成国家粮食定购任务的先进单位和

个人予以奖励。

二、坚持市县政府粮钱全面包干负责，促进

企业减亏增盈

我省粮食财务管理体制从 1 984 年开始下

放到市县管理，为了解决粮钱脱节，责权利分离

的问题，从 1989 年起，将粮食的购销调及财务

全部包给市县政府，由市县政府全面包干负责。

总的看，这种包干办法既发挥了省和市县两个

积极性，解决了市县吃省“大锅饭”的问题，又加

重了市县政府的经济责任，有利于各级政府抓

好粮食经营管理。但由于这几年政策性增亏增

支因素不断增多，给粮食主管部门和各级地方

政府带来了一定压力，1991 年曾一度出现过要

求由省主管部门包干的呼声。针对这一问题，我

们与有关部门共同总结经验，进一步统一了思

想认识，并联合向省政府写出报告，提出巩固粮

食财务包干到市县的意见，取得了省政府的支

持。在进一步巩固了粮食财务下放市县管理的

体制的前提下，我们采取若干配套措施，强化企

业管理，促进减亏增盈。如以典型引路，促使各

级政府抓好粮食经营管理。我省产粮区的绥化

行署，主要领导真抓实管，三年三大步，实现全

区减亏；销区牡丹江市，财政部门主动给政府领

导出谋划策，并配合粮食部门对所属县粮食企

业分类排队，重点突破，实现全市大幅度减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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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东县以议补平，增收补亏，连续 7 年减亏；望

奎县艰苦创业，连续 7 年不超亏。对这些地方的

先进经验，我们一方面帮助认真总结，在政策上

予以奖励；另一方面，分别在全省财政和粮食会

议上全面推广，促进了全省粮食扭亏增盈工作。

又如继续征收粮食经营补偿费，专项用于解决

财政对粮食企业挂帐。我省目前粮食企业各项

挂帐及有问题资金 22.3 亿元左右，其中属于财

政应分担超亏超支挂帐 4.5 亿元左右。从 1989

年开始，省政府为了尽快弥补粮食企业挂帐，决

定按城乡吃国家商品粮的全民、集体、私营企业

职工人数，每人每月征收 3 元粮食经营补偿费，

并规定上交省 4 0%。为解决粮食企业挂帐问

题，去年，我们决定将征收的粮食经营补偿费全

部留给市县，不再上缴，谁收谁受益，专项用于

弥补财政部门分担政策性的超亏超支挂帐，不

准挤占挪用。

由于采取的配套政策措施到位，促进了粮

食大幅度减亏。199 1 年，全省粮食企业亏损比

上年减少 1.4 亿元，其中有 47 个市县比亏损包

干指标减亏，比 1990 年增加了 25 个减亏县。少

数市县粮食企业由亏损变成盈利，并开始向当

地政府上交减亏分成收入。还有少数市县积极

用减亏部分及时处理企业挂帐，仅黑河地区 6

个县 1991 年解决历年挂帐 4 000 万元。

三、靠管理提高企业效益，靠政策促进以盈

补亏

（一）强化管理机制，推动粮食企业改善经

营管理。我们着重抓了三件事：

一是抓 1 991 年粮食控亏控支指标，要求市

县限期扭亏。我们与省计委联合下发“控制粮食

增亏增支方案”，提出 1 99 1 年全省粮食企业亏

损要比上年下降 15%的目标。要求以市县为单

位，以盈补亏能力比上年实际水平增加 5—7 个

百分点；粮油工业、饲料及运输企业要消灭亏

损，由亏变盈；粮食商业人均创利没达到全省平

均水平的，要达到全省平均水平，已达到的要在

原基础上增长 10% ；粮食仓储企业的吨经营量

平均费用（可比口径）没有达到全省平均水平

的，要达到全省平均水平，已达到的要在原基础

上降低 5% ；粮油工业、饲料、运输企业单位成

本没达到全省平均水平的，要达到本行业全省

平均水平，已达到的要在原基础上降低 2%。

二是抓基层企业的找差距及帮促工作。为

促进粮食企业学先进、找差距、上管理、增效益，

我们搜集全省 23 个地市、79 个县（市）、530 个

粮库、227 个粮油加工厂的资料，对 1 4 项主要

经济指标按行业、分类型进行分档排队，按年度

汇编成粮食基层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对比资料。

同时，由省财政厅牵头，聘请管理水平高，技术

能力强，效益好的牡丹江粉厂鹤岗米厂分别帮

助齐齐哈尔粉厂和明水米粉厂，对指标，找差

距，并帮助强化了加工、成本核算等各个环节的

管理措施，推进技术改造，促使企业向精加工、

深加工要效益。在先进厂的帮助下，齐齐哈尔粉

厂实现利润 375 万元，比上年增加 1 43 万元，明

水米粉厂由亏损 1 0 万元变为盈利 1 2 万元。

三是抓企业财务管理和监督，堵塞粮油销

售漏洞。为在调整粮油统销价格中，加强粮油票

证管理，堵塞漏洞，防止趁调价之机弄虚作假，

套取国家粮油和财政补贴，我们组织全省各级

财政部门认真进行财务检查，其中对超销粮油

数额较大的鹤岗、铁力两市进行了重点检查，并

对查出的粮食企业套取平价粮油卖议价、乱批

乱供、自营加工熟食、套取平价粮油、未销作销、

虚假销售以及销售历年存粮等违纪套取价差补

贴的问题，进行了纠正和处理。

（二）为搞活粮食经营创造良好的外部环

境，增强企业以盈补亏能力。

一是搞活粮油市场，用“活”的一块补“死”

的一块。省政府为了搞活粮油市场，既使农民从

销售议价粮中增加收入，又保证粮食企业经营

议价粮有盈利，增强以议补平能力，从 1991 年

开始，我省由过去物价部门根据市场行情，确定

最高限价和最低保护价，并实行季节差价和地

区差价的政策，改为粮食企业经营议价粮，购销

价格本着“购得进、销得出，保本微利”的原则，

随行就市，由市县政府确定，或由买卖双方议

定，使其聚集财源，增收补亏。199 1 年在全国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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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粮经营不畅，出现亏损的情况下，我省粮食企

业议价粮销售 56.7 亿斤，比上年增加 21 亿斤，

实现议价粮利润 1.1 6 亿元。

二是为保证粮食出口任务的完成，加强出

口企业铁路专用线和铁路沿线的罩棚修建。近

三年，财政部门和粮食主管部门积极筹措资金，

共投资 850多万元，修建铁路专用线和罩棚，保

证出口粮食不占压、不坏损、保质保量按时出

口，实现粮食经营“以外养内”。1 99 1 年，我省共

出口粮食 33 亿斤，实现毛利 20 187 万元，比上

年增加 8 970 万元，是近几年出口量最大，创利

最多的一年。

三是积极筹措建仓资金，缓解粮食企业收

粮难、储粮难问题。我省现有仓容 90 亿斤，但近

几年由于粮食丰收，平议价粮加国家专项储备

粮平均库存在 240 亿斤左右，储存高峰达到

290 亿斤，有 200 亿斤粮食需要做 1 0 万个席穴

囤，常年露天保管，既增加粮食苫垫资材费用开

支，又造成粮食部门收粮、储粮困难。为缓解这

一问题，我们采取争取国家支持和省内安排相

结合的办法，1991 年共投入资金 1.6 亿元，增

加烘晒能力 6 亿斤、仓容 17.3亿斤。由于储粮

仓库增加，相应减少苫垫资材费用开支。1991

年我省扣除专储粮费用因素，经营吨粮保管费

用水平 92.54 元，比上年下降 6.5 元，按平均储

存量计算，共节省费用开支 4 200 万元。

财务管理海南农垦大有希望

吴坤龙  汪兴国  魏 维

五月的海南，热浪袭人。这里，日平均气温

在摄氏 35 度上下。可是较之自然气候更热的，

还要算是这里的人，这里的经济。邓小平同志年

初南巡时的重要讲话，把琼州宝岛改革开放的

事业又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迎着这股热浪，我

们特地来到海南农垦调查。昔日的垦荒大军如

今在想些什么，干些什么呢？

海南农垦有着辉煌的历史：建国伊始，面对

着帝国主义的禁运和封锁，农垦人在莽莽的荒

山野岭上，白手起家，艰苦创业，建立了我国自

己的橡胶业和我国第一大橡胶垦区。40 年来总

共开发胶园 371 万亩，累计向国家提供天然橡

胶 200 万吨，1991 年干胶产量达 1 4.53 万吨，

植胶面积和产量分别占到全国的 4 1 %和 51 % ，

结束了橡胶作为重大的战略物资受制于人的历

史，在国际国内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整个海南

农垦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到 1 991 年底止，已经

拥有 100 个国营农场，还办有 400 多家工业企

业，200 多家商贸旅游

业；拥有职工队伍近 50

万人，如果包括家属在

内，总人口达 100 万人，

占 全 省 总 人 口 的 。

199 1 年工农业总产值

达 22.34 亿元，占全省

工农业总产值的 40

年累计向国家上交利税 24 亿元，比同期国家投

入的总和多 3 亿元，还累计投入 27 亿元，支持

和带动了民营橡胶的发展。可以说，农垦人为海

南的开发和建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历史在前进，海南要发展，然而海南农垦正

面临着新的问题：

首先 ，农垦的步伐慢了。长期以来，特别是

在产品经济的年代，农垦经济占据着海南经济

的 还要多。但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商品经济

的发展，农垦在海南的经济地位日趋下降。去年

海南省工农业总产值为 1 23.2 亿元，农垦还只

有 23 亿元，而农垦的工业总产值只占这 23 亿

元的 20%。建设大特区，实行大开放，显然农垦

工业的步履太缓慢了。加之近几年来，连续多次

强台风的袭击，橡胶受到严重摧残，全垦区

1989 年至 1 99 1 年台风灾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达 1 1.53 亿元，人员伤亡 1 24 人，房屋损坏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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