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务管理

采取有效措施
  狠抓扭亏增盈

青岛市财政局

企业亏损增加，经济效益下降是近几年一些国营工

业企业面临的难题。1990年，我市国营工业企业亏损 62

户，比上年增加 18 户，亏损额 1.76 亿元，比上年增亏

6.4 倍。到 1991 年 6 月末，企业亏损户进一步增加到 92

户，亏损额上升到 11 424 万元，比上年增加 12 户，增亏

39%。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经过认真的分析研究，全

市有关部门紧急动员，想办法，定措施，全力以赴投入到

狠抓企业的扭亏增盈工作中去，经过艰苦努力，终于制

止了经济效益的进一步下滑，取得了比较满意的成绩。

1991 年我市预算内工业企业，实现利润 1.7 亿元，比上

年增长 4.87%，亏损企业 33 户，比上年减少 29 户，亏

损额 8 978万元，比上年减少 8 633万元，减亏49.02%。

去年以来，我市抓企业扭亏增盈工作主要采取了以

下一些措施：

一、领导重视，实行领导联系盈亏大户和综合部门

定点包干帮促制度

首先，市里成立了领导小组，建立扭亏增盈责任制。

去年年初我市成立了以分管工业的副市长为组长的扭

亏增盈领导小组。领导小组除有市经委、财政、税务、银

行等部门参加外，还有市委组织部、人事局、劳动局、物

资局、物价局参加。市扭亏领导小组成立后，抓的第一

件事就是在摸底调查的情况下，制定了 1991 年扭亏工

作目标：全年亏损户比 1990年减少 30%，控制在 44 户

以内；全年亏损额比 1990 年减亏 50%，亏损额控制在

8835 万元。并以此与各工业局（公司）签订了扭亏增盈

目标责任状，然后再由各局（公司）层层分解，落实到企

业。同时坚持每月召开一次由局长（经理）参加的扭亏

调度会，形成了领导抓、抓领导，一级抓一级的局面。

其次，实行领导联系盈亏大户和综合部门定点包干

帮促的制度。一是为把领导抓、抓领导，一级抓一级真

正落到实处，我们实行了市委、市政府领导定点联系盈

亏大户制度；二是各经济综合部门，都结合各自的特点，

定点帮助一至两个亏损大户，帮助并督促其扭亏增盈。

根据这一制度，我局选择了青岛人民造纸厂，作为

定点包干帮促对象。该厂由于原领导班子问题，企业管

理严重混乱，1990 年亏损 254 万元，经审计检查，还有

潜亏1 100多万元。去年 5 月份我们帮助调整了该厂领

导班子，新厂长上任后，狠抓了企业管理，制定了严格的

质量考核奖惩办法。针对该厂存在的问题，我局提出了

一些具体的帮促建议，并帮助解决 了 50 万元的财政周

转金。经过双方的努力，该厂 199 1 年实现扭亏为盈。

二、加大亏损企业压力，推动其转变经营机制

为了给企业转变内部经营机制、实现扭亏增盈创造

良好的“气候”，去年，我市根据国家和省委、省政府关于

搞好国营大中型企业的精神，结合我市实际情况，研究

并出台了一系列搞好企业的政策措施，其主要内容包

括：1.选择部分大中型企业，进行劳动工资、社会保险制

度综合配套改革试点，逐步建立“国家宏观指导，企业自

主用工，各种形式并存，全员劳动合同”的新型用工制

度。2.选择少数国营工业企业进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的试点。市里对企业只管“三个一”，即一个厂长，一个

任期目标合同书，一个工资总额，力图从根本上转变经

营机制，使企业走上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 我发展、自

我约束的转变。3.进 一步完善计划单列企业的管理办

法。参照计划单列城市的方式，我市自 1988 年以来，先

后有 16 户大中型企业在计划、物资、财政、外贸、劳动工

资等方面在市计划中单列。 4.制定了比较可行的制止

对企业乱检查、滥罚款、乱摊派的管理办法。等等。

在外部条件具备以后，我市开始对亏损企业施加压

力，迫使尽快转换经营机制，具体做法有三点：

（一）对亏损企业实行“黄牌警告”和公开曝光制度。

对连续两年及两年以上亏损的省级先进企业，由市企业

管理领导小组建议上级主管部门撤销先进企业称号，同

时取消所享受的有关优惠政策。去年 3 月份，针对我市

拖拉机厂连续两年亏损，且当年扭亏又无指望的状况，

建议撤销了该企业的省级先进企业称号，取消了有关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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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政策，并在《青岛日报》上将此事公开报道，在该厂引

起了很大的震动。8 月份，又对 8 户产品积压、亏损严重

的企业出示了黄牌警告，在《青岛日报》上公开曝光。

（二）亏损企业的干部职工收入与亏损控制情况挂

钩。为了促使亏损企业干部职工从切身利益上来关心

企业的扭亏增盈，使分配制度的改革与扭亏工作更好地

结合起来，我们实行了企业干部职工收入与亏损控制情

况挂钩的办法。以 199 1 年第二季度各亏损企业的月平

均亏损额为基数，对 9 月份以及以后月度亏损额超过基

数的企业，在第二个月给予处罚；对年内有一个月亏损

超过基数的企业，扣发厂级领导的月奖金，对全年累计

两个月亏损额超过基数的企业，扣发厂级领导的月奖金

和浮动工资、中层管理人员和科室管理人员的月奖金；

对全年累计四个月以上亏损额超过基数的或完不成全

年控亏目标的企业，扣罚其当年的全部奖金和浮动工

资，厂级领导班子成员每人降一级固定工资。此办法实

行后，在 9、10两个月，对我市预算内亏损企业超过 亏损

基数的 28 户企业的厂长、中层干部及管理人员均进行

了处罚，并将处罚的结果在厂内公布。

（三）对亏损企业实行限期整顿。 从去年第四季度

起，我们规定亏损企业必须达到下列要求：产品质量指

标、能源和主要原材料消耗指标按可比口径计算，达到

省级先进企业标准水平或本企业历史最好水平，年度实

物量产销率不低于 90%；对连续三个月以 上达不到上

述规定要求的亏损企业，要限期进行整顿，在整顿期间，

停发浮动工资和奖金，到期仍达不到要求的，对企业的

厂级领导班子就地免职或降职使用，由上级主管部门任

命新的领导班子或实行招标承包。按此规定，在 12 月

份，市有关部门对 3 户企业实行了停产整顿的措施，对

9 户预算内工业亏损企业实行局部停产整顿。1991 年，

我市对市属预算内亏损企业调整领导班子的有 30 户，

占发生过亏损企业的 42.3%。其中，厂级领导被免职的

有 19 人，降职使用的 6 人，重新招标落选的 1 人，副厂

长级领导被免职的 13 人，降职使用的 1 人，引咎辞职的

1 人，落选的 1 人。

对亏损企业加大压力的做法，增添了企业扭亏增盈

的内在动力，促使不少亏损企业不等、不靠、不要，而是

以市场为导向，调整产品结构，在经营机制上下功夫，以

自身的努力来实现扭亏增盈。如青岛第二毛纺厂，是一

个有 1.1 万纱锭的毛纺企业，针对市场形势的变化，从

转变经营机制、调整产品结构入手，毅然砍掉了 5 000

枚纱锭，使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轻装上阵，集中力量上品

种、上质量、抓销售。他们将压缩 5 000枚纱锭省下来的

原料、资金投入新产品研制，开发了牙签呢、凡立丁呢等

市场畅销产品和高附加值产品。在连续亏损 18 个月之

后，从去年 7 月份开始扭亏为盈。

三、制定政策，分类指导，促进企业扭亏增盈

在加大亏损企业压力，促使其转变内部经营机制，

变“要企业扭亏”为“企业要扭亏”之后，我市又根据企业

发生亏损的不同原因，制定不同的政策，切实帮助企业

解决实际困难，对亏损企业实施分类指导。

（ 一 ）对因设备不配套、工艺技术落后而亏损的企

业，经过论证，通过技术改造、技术开发或设备适当填平

补齐，短期内可扭亏为盈或减亏的，财政部门在资金上

给予必要的支持。如我市的磷肥厂，按行业规划要求，

要在两年内由磷肥转产精细化工，需要资金的支持，经

过论证，我们认为，此方案可行，就按计划补亏 300 万

元，支持了该厂的转产。1991 年全年亏损 212 万元，比

计划减亏 88 万元。1992 年我们准备继续支持该厂一

年，以期使该厂达到彻底转产的目的。

（二）对部分重点工业企业实行了政策倾斜。纺织

行业原是我市的税利大户，仅在“七五”期间，就实现利

税 8 亿元，上交国家利税 5.5 亿元。但是，由于设备老

化，技术落后，再加上近一二年来市场形势的变化，企业

的效益大幅度下滑。1990 年，预算内的纺织工业企业有

14 户发生亏损，亏损额高达 4 627 万元。1991 年 1— 9

月份增至 21 户，亏损面高达 60% ，亏损额 4 903 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 亏 35%。针对这种情况，为帮助纺织行业

度过难关，走出困境，我们财政部门提出了 7 条措施，主

要是对预算内纺织工业企业应上交财政的利润全部留

给企业用于归还技措、基建贷款或弥补以前年度的亏

损；从财政上拿出 400 万元用于纺织急需的改造项目；

市集中纺织行业的 20%折旧基金，全部用于纺织行业

技术改造；等等。这些政策，极大地调动了纺织企业克

服困难的积极性，到去年年底，亏损企业降到 9 户，亏损

额降至 3912 万元，分别比上年同期下降 35.71% 和

15.45 % 。

（三）对部分产品质次价高、滞销严重，连年亏损且

扭亏无望的企业，坚决实行关停并转。

一是进行行业之间的组织结构调整。青岛第三印

染厂是一个专为出口服务的印染企业，由于外销形势的

变化，再加上企业管理不善，1990 年亏损 1 620 万元，

199 1 年 1— 9 月份亏损 484 万元，而且负债近 7 000 万

元。在充分调查的前提下，经市府决定，将该厂成建制

地划给外贸纺织公司，由市外贸公司负责解决其产品结

构的调整。这样，既给外贸部门解决了出口基地问题，

又解决了亏损企业前途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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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进行了企业之间的兼合并工作。1991 年，我市

共实施 24 项兼合并项目，涉及到 50 户企业，兼合并后

基本上都能走上良性循环的道路。如青岛内燃机厂，主

导产品生产柴油机，但长期无定型产品，企业管理混乱，

扭亏无望。而我市的捷能动力集团公司，其主导产品

“捷能”牌冷凝式汽轮发电机在国内一直很走俏，为扩大

生产能力，经市有关部门研究决定，于去年四季度兼并

了内燃机厂。这样，既解决了内燃机厂的亏损问题，又

为捷能动力集团公司扩大生产能力创造了有利条件。

1991 年该公司仍实现利润 1 893 万元，比上年增长

3.95%。

三是进行了跨所有制之间的合并。我市的压铸厂，

是一个小型国营工业企业。近几年，由于压铸工艺比较

简单，生产能力大于市场需求，使该厂多年来一直不景

气，1991 年上半年企业亏损 45万元。而青岛水箱厂生

产的汽车水箱，由于产品质量过硬，一直为国内几个大

汽车厂配套。但由于该厂场地狭小，要扩大生产遇到种

种困难。这两个厂经过市有关部门的牵线搭桥，由水箱

厂兼并了压铸厂，新组建了散热器公司。企业兼并后，

除基本上弥补压铸厂当年亏损外，还实现利润 181 万

元。

财务管理抓扭亏增盈要有新思路

虞列贵

去年，全国预算内工业企业发生亏损 310

亿元，亏损企业户数约占企业总户数的三分之

一，还有潜在性亏损 500多亿元。今年头两个

月，亏损仍在增加。是什么原因造成企业亏损居

高不下呢？一些人把主要原因归结为原材料涨

价、利转税、工资增长快等一些增支减收因素或

市场不景气。而最近湖南省岳阳市对工业企业

的一个调查却表明，21 户亏损企业产品涨价大

于原材料涨价，企业亏损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

加；83 家工业 企业 1991 年销售收 入增 长

19.3% ，利润却由上年的1 584万元变为亏损

932 万元。因此，他们认为把原材料涨价、市场

不景气作为亏损原因的判断是“误诊”。

企业亏损不断增加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笔者认为，在原材料涨价，市场不景气等表面现

象的背后隐藏着两个本质问题，这就是宏观管

理不当导致的盲目建设、重复建设和企业经营

机制不健全，这两个问题在我们经济工作中一

直没有解决好，并且互相影响。过去我们实行高

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正常时期，这对防止

重复建设、盲目建设能起作用。但宏观管住了，

微观却缺乏活力，产品销耗多、质量差、效益低

的问题解决不好。改革开放后，我们从改革分配

入手，实行多种形式利益共享责任制，对调动企

业、职工积极性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宏观

管理失控，盲目建设、重复建设现象严重。耐用

消费品工业加工能力富余二分之一，多的达三

分之二，甚至省内县内也重复建设、盲目建设，

其结果必然是经济结构失调，形成一批又一批

的亏损企业。过去我们对这两个问题认识不深

刻，因此，在抓扭亏工作中，注重微观加强管理，

对如何搞好宏观管理要求少；注重降低消耗等

生产方面的工作，对转换企业经营机制触及少。

宏观上的问题从加强微观管理来解决，自然难

以奏效；经营机制不健全，用发文件，下指标等

行政手段去驱动，自然事倍功半。

因此，要彻底解决这两方面的问题，必须继

续深化改革，搞好宏观管理，转换企业经营机

制，从根本上消除我国企业亏损多的状况。

一是加快价格改革步伐，使价格信号成为

投资决策的重要参数。现在价格管理上存在两

个问题，一是有的产品价格定的过低，谁搞谁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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