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质奖励；反之如果必考指标达不到规定标准，则要按比

例扣减该县有关项目的财政和银行借款。并坚持一年

一初评，三五年一总评。有的地（市）（如内江、乐山等）

还根据以上原则制定了建设项目目标管理的试行办法

和操作规程，使“双扶”工作从上到下，直到项目法人都

具有明确的权责利。由此强化了有关各方齐心合力管

好双扶项目的责任感和自觉性。对于财政部支援我省

的扶持产粮大县资金，其投放原则一是要求受援县从使

用资金的第二年起，其粮食产量必须每年以 3%的幅度

递增，每年为国家提供的商品粮数量只能增加，不能减

少；二是要求受援县在受援期内的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

必须高于同期全省的平均水平。在以上原则约束下，投

放资金前由受援县政府同省财政厅签订扶持产粮大县

任务合同，受援县所在地市财政部门作为政府的债务人

同我厅签订借款合同，并相应规定了双方的义务和职

责。这些措施有效地刚化了财政部门同地方政府的权

责利，为扶持资金的高效使用和严格管理奠定了坚实基

础。

四、狠抓财务制度建设，强化项目资金管理。五年

来，我们在扶持资金的管理上不断探索，不断完善，逐步

形成了“人员定岗、资金定额、工期定时、风险抵押、赏罚

严明、奖惩逗硬”的管理制度。首先，在安排资金前坚持

“三查制度”。一查扶持项目的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制

度是否健全；二查项目各项投资来源是否有保证，自有

资金是否充足，是否留有投资缺口；三查项目用款计划

是否经济、节约，还款计划是否切实可行。其次，在安排

资金时为了增强项目负责人加强资金管理的责任感，许

多地方还实行了项目负责人的工资、奖金与建设项目经

济效益挂钩的办法，为了安全节约使用资金实行按工程

进度拨款的办法以及为了增强项目建设单位的还款自

觉性，减小还款难度，保证资金如期回收，实行预收投资

总额的 5—10%的还款保证金的办法等。在安排资金后

我们还原则上要求建设单位分月或分季报送建设项目

的进展情况及其建设资金的使用情况，以便及时发现问

题和解决问题。由于我们自始至终把资金管理作为“双

扶”工作的重心来抓，办法不断完善，措施日臻具体，所

以基本保证了资金的安全使用和如期回收。据统计，

“七五”期间“双扶”资金中的财政资金的到期回收率平

均达到了 80%左右。

财务管理
体制下放重管理  

连续六年不超亏

刘世江  张学文

黑龙江省望奎县是省商品粮基地县之一，全县粮食

种植面积 170万亩，年平均产量在 38万吨左右。1985—
1 990 年，平价粮食年经营量平均为 20万吨。粮食财务

体制下放市、县管理以前，粮食企业亏损严重，且呈逐年

增长趋势。从 1985年起，粮食财务体制下放到市、县管

理。望奎县财政、粮食部门密切配合，在县委、县政府领

导下，眼睛向内抓管理，经济效益逐年提高，实现了粮食

亏损连续 6 年不超计划。据统计，截至 1990年底，该县

粮食企业 6 年累计发生应补亏损 3 317 万元，比省财政

核定的包干指标减亏 73 万元；消化粮油贷款利率提高

等各种政策性增支因素 850 万元；处理了 1984 年前的

历史包袱 100多万元。同时，用企业留利新建仓储容量

1
.
9 万吨，新修水泥地面 1.5 万平米，更新运输车辆 18

台，改造 3个油厂，新建 3个粉厂和玉米联产车间。望奎

县注重粮食财务管理的主要做法是：

一、政府高度重视，加强领导和协调

1、澄清思想，统一认识。粮食财务体制下放之初，

县政府和财政、粮食部门一部分人存在模糊认识和畏难

情绪，认为减亏难度大。针对这种状况，县政府先后多

次召开常务会，县长办公会以及财政、粮食部门参加的

联席会议，对照省政府的文件精神，专题进行了“为什么

要实行粮食财务包干和我们应该怎么办”的大讨论。通

过讨论，大家认识到粮食财务体制下放是一项改革，有

利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增强地方责任，加强管理，减

少亏损补贴。同时认识到，经营和财务管理偏松，是导

致亏损逐年增加的重要原因，企业很有潜力可挖，只要

加强内部管理，控制和减少粮食亏损是完全可能的，因

而增强了搞好这项改革的信心。

2、加强对粮食财务的领导。县政府在粮食财务体

制下放后，及时确定了“抓钱管粮、粮钱并重、承包到户”

的工作方针。除县长亲自过问粮食财务外，县政府还明

确一位副县长分工常年抓粮食部门财务工作。县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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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每年召开 1 至 2次粮食专题会议，开 1 至 2次粮食

现场办公会议，具体解决粮食经营和财务管理中的实际

问题。县政府十分重视粮食部门领导班子建设，把作风

正、懂经营、懂财务管理的干部充实到各级领导班子中，

把不称职的干部换下来，提高了粮食部门领导班子的战

斗力。

3、积极协调有关部门的关系。一是协调财政部门

和粮食部门两家关系。要求财政、粮食部门牢固树立

“钱粮结合，钱随粮走，密切合作，齐抓共管”的指导思

想。明确了对粮食超亏或减亏由财粮两家责任共负、利

益均沾的双向责任制，并及时调解两家工作中的矛盾。

二是协调粮食与金融部门的关系。1990年粮食收购资

金紧张，经县政府协调，县各专业银行与粮食部门一道

多次派人到外地清理欠款，仅一个月时间就清回结算资

金1 200多万元。三是协调抓好粮食市场管理。县政府组

织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对全县粮油市场进行清理整顿，

打击不法商贩，保证了粮食部门议价粮油经营，稳定了

市场，增加了议价利润。

二、财政积极参与管理，既监督又服务

1、积极参与管理。①主动参与测定承包基数。县财

政根据全县粮食企业的不同特点、基础条件、地理环境，

在确保全年包干指标不突破的原则下，对企业按收入和

支出两条线逐户进行调查摸底和基数测算，并实行了年

初按上级下达的商品流通计划核定承包基数，年末按实

际执行情况进行调整的财务管理办法。②及时调整政

策，调动减亏积极性。为调动粮食企业减亏积极性，对

政策性增亏因素，财政努力帮助企业消化。为促进粮食

商业企业连续减亏，县财政采取了逐年提高减亏分成比

例 10%的办法。为了调动粮食主管部门的积极性，对县

粮食局实行了全系统减亏有奖办法。③结算到户。即粮

食企业亏损和价差由财政部门参照粮食部门提供的月

缴退库计划，直接缴退到企业。④帮助粮食企业加强财

会队伍建设。财政部门主动配合粮食主管部门采取多

种方式搞好财会人员业务培训工作，逐步提高他们的管

理水平；帮助粮食企业配备合格财会人员，健全核算手

续，建立会计档案，等等。

2、强化财政监督检查。一是严把“五关”：把好指标

分配关，对亏损指标的分配；做到公平合理。把好固定

资产投资和专控商品购置审批关，对超过 2万元的固定

资产投资、大型资材及专控商品购置，必须经粮食局同

意后报财政局审批。把好决算审核关，企业年终会计决

算必须经财政逐户审查同意方可生效。把好亏损退库

关，严格按年初核定的亏损计划和正常的进度安排企业

的亏损退库，超亏一律不退。把好日常监督关，财政系

统的粮食专管员分片包干，保证 50%的时间蹲在企业

工作，参与企业核算，发现问题及时纠正。二是坚持定

期检查，监督到户。对粮食企业财务实行按月抽查，季

度重点查，年终全面查的检查制度，发现问题，严肃处

理。三是明确财会人员责任，奖优罚劣。1990年财政对

粮食企业主管会计从会计基础工作，清理结算资金、信

贷资金管理及财经纪律 4 个方面明确了责任，并签定了

责任状。

3、主动为粮食企业服务，帮助解决实际问题。如望

奎县粉、米、油厂三家企业，1986 年前用的锅炉都是 70

年代的“煤老虎”，耗煤量大，严重影响企业经济效益。

县财政主动为这 3 户企业筹集资金，进行技术改造，每

年可节约费用 15万元。

三、企业努力挖潜，既控亏又创收

1、深化改革，完善企业内部承包责任制。1985年以

来，在全县推行了“粮食企业主任（厂长）统包，副职分线

包，班组长分块包，职工有量定额包、无量定责包，横向

包到边，纵向包到底”的企业内部承包办法。仓储企业

实行“三级、三段、双承包”。“三级”指库、组、人。班组和

个人控制不了的开支均包到库，班组能控制的支出包到

班组，个人能控制的开支包到人头。“三段”是：春包烘

晒，夏包保管，秋包接收。也就是分别根据烘晒、保管、

接收的粮食数量及有关标准核定费用，并包到各作业

区。“双承包”指经济指标和工作量承包。由于实行了切

实可行的承包办法。6 年来，全县万斤粮食晾晒费用始

终保持在全省同类企业最低水平。工业企业实行“五

定、一包、四取消”承包法。“五定”指定产量、定质量、定

出品率、定消耗、定成本；“一包”是包利润；“四取消”指

取消基本工资、加班加点工资、早晚班费和超产奖，实行

联劳联利计酬。这个办法大大地调动了各企业工人的

生产积极性。如制米厂玉米胚芽油车间承包后，工人提

前上班烘料，严格物料管理，出油率比承包前大幅度增

长，年增加收入 6.1 万元。供应企业实行“四级承包法”。

即公司经理向主管局承包；粮店主任向公司经理承包；

班组长向粮店主任承包；职工向班组长承包，层层签定

奖惩责任状。

2、强化管理，眼睛向内抓节支。一是严格粮油商品

管理。主要把住“八关”，即入库质量、收付检斤、现场作

业、安全保粮、粮食烘晒、粮油运输、销售、加工。在检

质、检斤、保管三环节上，实行了检质员、检斤员、保管员

“三员”一条龙承包责任制。通过严把“八关”，6 年保持

了粮油不亏库，不贬值，无事故，减少了经营性亏损，并

从土粮中整理出好粮 600 吨，减少损失 15.14 万元，用

水淘净破碎土粮加工成饲料 640吨，减少损失 21.38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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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二是严格资金管理。实行由财政粮食专管员高度集

中的“一支笔”审批制度，并做到五不开支：无计划不开

支，超计划不开支，手续不健全不开支，请客送礼费用不

开支，招待费不开支。在加强资金管理的同时，他们还

大力清理拖欠资金，6 年共清回各种往来欠款3 800万

元，节省利息支出 104 万元。三是严格物资管理。重点

把住“购、管、用”三关。同时，大力开展修旧利废活动，6

年修旧利废节约费用 81 万元。四是严格劳动工资管理。

6 年来，该县粮食系统做到了计划外不增人，基本不雇

临时工；对现有职工实行定岗定编；从平价商业企业中

划出富余人员 550人从事议价、附营和其他工作，共减

少平价商业企业工资支出 250万元；实行加班加点串休

制度，节省加班加点工资 35 万元。

3、大力创收，以盈补亏。望奎县粮食部门在开源增

收上重点抓了“补、保、养”三个字。“补”，就是以议补

平，大力开展议价创收。他们通过多种方式筹集资金，

努力扩大购销业务，6 年共获议价利润近1 000万元，抵

补平价亏损 700多万元。“保”，就是以工保商。为实现

创收，6 年来努力扩大加工能力，仅搞精深加工，就加工

精米精面达9 500吨，增收 54 万元；提高出品率，增产成

品粮2 000吨，增收 60 万元。

“养”，就是以副养主。全县共成立了 15 个附营大

队，开办了 40个附营项目，6 年共获利 398万元。

财务管理
抓管理  促创收

  积极为文化事业

单位培植补文财源

湖北省财政厅行财处

近几年来，我们认真地探索文化事业单位创收规

律，把对以文补文活动的管理作为文化事业财务改革的

一个重点，抓管理，促创收，积极为文化事业单位培植补

文财源，使我省以文补文活动迈向了一个新的台阶。据

不完全统计：1988 年至 1990年全省县以上文化事业单

位以文补文毛收入达到15 400万元，纯收入5 227万元。

其中 1990年收入5 735万元，纯收入2 125万元，比 1987

年净增1 380万元，增长 208%，比 1989年增长 10.3%，

占当年全省文化事业费支出的 29%。我省以文补文活

动之所以能保持稳定、协调发展的势头，除了文化部门，

自身的努力之外，是与各级财政部门为文化单位提供必

要的物质条件，狠抓管理分不开的。

一、多方筹集资金，完善服务设施，注重投

入效益，培植创收后劲

近几年来，我们积极创造条件，有计划、有步骤地改

善文化设施，多种渠道、多种方式筹集资金，为以文补文

活动提供场所、设施和流动资金。

1.集中资金，扶持“两馆”建设，为文化事业单位提

供自我发展的物质条件。“七五”期间，我省集中财力，

重点抓了县、市图书馆和文化馆的建设。全省共投5 000

余万元，其中地市以下各级财政安排3 000余万元（省级

安排1 500万元），新建扩建图书馆 97 个，文化馆 129

个，新增总面积达175 900平方米。这些设施的增加，为

开展以文补文活动提供了必要的场所。据不完全统计，

全省图书馆、文化馆建成后，先后增开补文网点1 000余

个，服务项目 50余种。1990年“两馆”以文补文纯收入

达 748万元，相当于国拨经费的 43%，其中 414 万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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