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寿光化肥厂为1 203度，全国 平均 为1 383

度，比寿光化肥厂多耗180 度，高15%，一年

多耗用21亿度电。分地 区看 ，差 别也 很大。
1989年生产吨氨能耗最低的是山东省，两煤消

耗1 468公斤，耗电1 192度。目前全 国两煤消

耗在2 000公斤以上的有15个地区，耗电在1 500

度以上的有10个地区。还有个节水的问题，吨

氨耗水，一般是300吨左右，节约用 水搞 得好

的单位，只用20吨左右。北 方 地区 一般 都缺

水，不仅城市供水不足，农业用水也很紧张。
节约用水不仅可以降低成本，减少污染，还可

以支援农业生产。
小氮肥企业节煤节水，提高经济效益的潜

力很大，大有可为。各级财政部门，要积极配

合、协助化工部门加强企业管理，推进节能降

耗和提高经济效益的工作。技术改造需要的资

金，主要靠企业自筹、银行贷款的支持。地方

财政在可能的范围内也要适当给以支持。为推

进小氮肥企业的技术进步，降低消耗，提高经

济效益，支援农业生产，增强县级财政自给能

力，做出新的贡献。

企业财务
加强财政管理监督  开展创无违纪企业活动

丛吉滋  郎殿文山东省财政厅 中企处

从近几年的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和会计决算

审查所发现的问题看，不少企业确实存在年年查，年年

犯，偷税漏税，截留利润，虚 报亏 损，滥发奖金、补

贴，化大公为小公，化集体为个人的情况。这种情况

不仅使财政收入流 失，而且破坏了正常的财政经济秩

序。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山东省财政厅中企处在认真

总结过去工作经验的基础上，积极帮助企 业建立健全

自我约束的财务管理机制，广泛开展争创无违 纪企业

活动。

（一）编发行业 《 常用财政 法规摘编》 ，为创建

无违纪企业提供依据

建国40多年来，国家在经济发展的 各个不同时期，

下发了很多财政规章制度；在改革 开放的新形势下，

有些财政规章制度变化较多，企业执行较乱。有的部

门和企业违章违纪，明知故犯；有的部门和企业另立

章法，自搞一套。为了制止继续发生这种情况，山东

省中企机构工作人 员和 企业的 财会人 员一道，搞了

《 执行财政法鉴定》 。1990年，他们又根 据上年税收、

财务、物价大检查和决算审查中暴露出来亟待解决的

问题，把《 执行财政 法规鉴 定》 ，编辑 为 按行业的

《 常用财政法规摘编》 。目的在于提高中央企业财政

驻厂员和企业财会人员的业务能力和政策水平。《常

用财政法规摘编》 包括五项内 容： 1 、收入：摘集了

现行有 关收入的 财政法 规和核算规程； 2 、成本开

支：摘集了现行的有关成本开支的标准、范围和核算

规程； 3 、利润：摘集了现行的利 润核算规程和利润

分配的规定；四、 专项资金：摘集了现行的有关专用

基金、专项应交款和工资基金的来源和使用的 规定；

4 、其他：摘集了有关“小金库”、融资租赁、国营

企业兴办集体企业和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的规定。截

至去年10月，已完成了机械、邮电、电力、烟草、煤

炭五个行业，计二十万字的 《常用财政 法规摘编》。
《 常用财政法规摘编》 下发到企 业后，在 企业里

引起了较大的反响，认为 《 常用 财政 法规摘编》 不但

简便实用，而且针对性强，具有会计师水平的财会人

员拿到手，花两个小时就把本行业的 财政规定弄明白

了，为企业财会人员学法、知法、守法提供了准确简

明的依据。

《常用财政法规》 下发后，各市、地中 企机构结

合自己地区的工作实际，积极开展了 学习、宣传、落

实财政法规的工作。济南中企处组织企业的领导和财

会人员共同学习，结合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问 题，完善

了企业会计人员岗位责任制。聊城中企科举办了全区

中央企业财会人员学习财政法规培训班，纠正了一些

主管部门的文件规定与财政部有关规 定不符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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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中企处召开了执行财政法规经验交流会，介绍了

北海船厂、专用汽车制造厂等单位领导亲自抓，利用

广播、黑板报等多种形式，大张旗 鼓地宣传争创无违

纪企业活动的先 进经验。

（二）帮助企业建立自我约束的财务管理机制，

开展创建无违纪企业活动

省财政厅中企处在1990年初部署 工作任务时，确

定了重点帮助42户驻鲁中央工交企业。根据财政法规

的要求，企业的财务处（科）会同有关部门制定保证

措施，确保规定的各项条款，在企业内部的各职能岗

位上切实兑现。同时，要求这42户企 业的审计部门，

要跟踪财政法规的执行结果进行审计。从实行一年的

结果来看，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基本上建立起了企业

自我约束的财务管理机制。如青岛市重点帮助的 4 户

企业，在1990年 由青岛 市大检 办组织 力 量进行的税

收、财务、物价大检查中经受住了考验：一是违纪现

象大量减少，二是违纪金额大幅度下降。其中青岛专

用汽车制造厂仅发生违纪 金额3.7万元，北海 船厂发

生违纪金额1.8万元，青岛邮电局发生违纪 金额1.4万
元，青岛卷烟厂 发生违纪 金额不足9 000 元，基 本上

达到了创建无违纪企业的要求。年初确定的全省42户

重点企业，已有27户被市、地中企机构和企业的主管

部门推荐为1990年遵守财经纪律先进企业。

（三）把决算审查同创建无违纪企业活动结合起来

根据财政部《关于初审一九八九年中央企业年度

决算有关事项的通知》 要求，山东省中企机构对驻鲁

的电力、煤炭、烟草、重型汽车、石油、石化、邮电、

有色金属、船舶 等九 个行 业，五 个公 司（包括省市

行、保险公司）1989年的会计决 算进行了有重点的审

查，共查出有问题 金额7 703.8 万 元。其中 工 交企业

3 003.8万元，金融企业4 700万 元。 这 次决算审查，
围绕争创遵纪守法先进企业这 个中心，把决算审查同

创建无违纪企业的活动紧密结合起 来。为此， 省财政

厅中企处在年初部署工作时，突出强调集中力量搞好

两次决算初审，促进治理整顿目标的 实现。具体做法

是： 1 、审查队伍的组织以财政 驻厂员 为主，并抽调

企业的审计、财会人员参加，审查自己单位 以外的企

业； 2 、审查队伍要经过培训，以《 执行财政法规鉴

定》 和下半年编辑的《常用财政法规摘编》为教材。这

些做法促进了1990年的财政决算审查工作。如青岛中

企处在决算审查前邀请企业的财务、审计人员一道参

加学习，并把他们根据企业情况 写的审查提纲交给参

加决算审查的企业的财会人员，使他们了解易发生违

纪的各个环节。决算审查结束后，针对审查出的问题，

及时召开被审查企业的 财务 和审计人员 参加的分析

会，一为通报审查情 况，二是分析发生违纪的原因，

三是研 究 制 定改进的措施。这 种做法体现了财政驻

厂员和财务会计干部都来参加整顿财 政工作的精神。

（四）把强化日常监督同创建无违纪企业活动结

合起来

要增强企业遵纪守法的自 觉性，减少违 纪现象的

发生，仅靠每年一次的决算审查 和财税大检查是不够

的。加强日常的监督管理是减少违纪现象的重要一环。

因此，山东省中企处在年初部署工作任务时，就明确

提出了把日常性的财务管理同突击 性的财 务大检查工

作结合起来。一年来，通过日常的监督检查，共查出

有问题金额8 521.5万元，责成 企业 及时 调帐处理。

对这项工作，青岛中企处克服人员 少，工作量 大的困

难，在内部实行了监督管理责任制，对确定的重点企

业落实到人，明确责任目标，实行定期检查，做到监

督管理一体化。他们要求驻厂员保 证分管的重点企业

达到基本无违纪，每个驻厂员按 季、半 年检查企业的

财务活动，并实行个人 检查与小 组检查 相 结合的办

法，做到互相促进、互相制约，并 及时发现和纠正问

题，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中。这种办法的实行，强化

了日常监督，减少了违纪问题的发生。他们在第一季

度的日常检查中 就 发 现 近80万元的违纪金额，通知

企业立即进行了调帐；半年决算审查，共 审 查出311

万元的违纪金额，也进行了 及时的处理。他们在抓好

内部监督管理责任制的同时，又实行了对违纪问题检

查纠正跟踪反馈办法，建立了 《 违纪问题处理意见及

调帐通知书》 和《 企 业财务 违纪 事 项 调帐回执》 ，

1990年他们共发出调帐回回执38份，收回38 份， 实 际 调

帐金额1 536万元。通过 实行这项 制度，保 证了 各项

检查的连续性，提高了监督检查的质 量，巩固了检查

的成果，对在企业中开展争创 无 违纪企业活动也起了

保证作用。

为了及时总结帮助企业建立自我约束的 财务管理

机制的经验，推动这项活动广泛深入的 开展，许多市、

地进行了争创无违纪活动的经验交流。省财政厅中企

处也向全省中企机构下发了《 关于表 彰遵 守财经纪律

先进单位的工作意见》，明确规定从1991年开始，在

加强财政管理监督方面采取两手抓的办法，即一手抓

强化财政管理监督，对一些违反 财经纪律的单位要认

真查处，坚 持有法 必依，执 法必严，违法必纠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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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一手抓对遵守财经纪律先进企业的表彰，对那些

已建立起自我约束的财务管理机制，在争创无违纪企

业活动中做出成绩，特别是对那些已成为遵守财经纪

律的先进企业，要认真总结和大力 推广 他 们的 好做

法、好经验，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和表彰，带动所有

企业遵守财经纪律的风尚有一个根本的 好转。

企业财务

讲究生财之道

  促产促销增收

邱祖成  袁惠芳  肖建忠

工业企业是湖南省株洲市财政 的 财 源支 柱，在

1990年市本级财政收入2.8亿元中，市级预算内工 业企

业上缴利税将近1.6亿元。株洲市财政部门认为，经济

决定财政，地方财政要摆脱目前收支紧张的局面，只

有搞活经济，尤其是搞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 业——工

业企业。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他们 注重财源建设，

把工作的重点放在促产促销增收上，先后分三批共35

人次，组成服务队下基层上门服 务，除了帮助企业加

强管理以外，还采取了以下几项措施：

一、筹措资金，促产增收

企业资金紧张，是1990年企业生产 经营中的大难

关，株洲市财政部门从大力筹措资金入手，促进生产

发展，增加财政收入。1990年，市 本级财政共筹集各

类周转金、预算间隙资金、预算外专 户储存 间隙资

金、信托投资公司贷款、拆借资 金达6 103.5万 元。

这些资金主要投入了以下三 个方面：

一是投向技术改造，增强企业后劲。如株洲水泥

管厂第二车间是生产预应力管的主要车间，由于多年

未更新，设备老化，致使产品质 量每况愈下。为此该

厂提出了花40万元仿造西德设备改造方案，市财政局

接到方案报告后，认真进行了调查研究，认 为可行后

即帮助该厂借到低息贷款40万元，促使该项目及时上

马，并在较短时间内竣工投产，达到了设计效益。

二是投向新产品开发，调整产品品种结构。如市

酿酒厂几年来一直是株洲市轻工系统效益较差的一个

厂，为 了 改 变落 后 面 貌，提 出投资200万元增加年

产3 000吨酒精车间的改造 方案，市 财政 局从支工周

转金中拿出40万元、专户储存集中户中拿出 50万元，

以低息和免息 优惠 贷给该厂，解决 了 该 厂的资金困

难。1991年3 月这一项目 竣工试产，生产出 的酒精经

检验有10项技术指标达到部优标准，有 2 项达得省优

标准。该厂也由此改变 面貌。

三是补充流动资金，增加适销对路产品 生产。如株

洲火花塞厂生产的 “火炬牌”火花塞，质量过硬，享

誉中外，市财政局先后融通流动资金70万元，支持企

业生产，增加产量、提高经济效 益，1990年该厂不仅

完成210万元的承包任务，还作贡献上缴财政 50万元。

二、牵线搭桥、盘活企业资金

财政工作联系面广、信息快，株洲市财政 部门利

用所掌握的情况，为企业牵线搭桥，促 进企 业产品销

售，盘活企业资金。

一是促进本地企业间的购销结合。如 株洲市某企

业生产的聚氯乙烯严重滞销，降价 促销也不奏效。市

财政局了解到同城另一家企业需要该产 品作原料，便

创造条件，促进上述两家企业签 定购 销合同，盘活资

金322.5万元。

二是促进本地企业产品向外地销售，搞活本地企

业。如株洲水泥管厂 是一个有30年历史的老厂，产品

曾获国家银质奖，每年上缴利润100万元左右，1989年

由于销路不畅造成亏损56.9万元。市财政局 积极帮助

宣传，派专人和企业一起推销产 品，终 于打通了销售

渠道，1990年销售收入比1989年增长36%，使企 业扭

亏为盈。

三、政策扶持，支持企业发展

为了搞活经济，株洲市政府 制定了搞 活当前经济

的38条政策，市财政部门也制定了17条措施，给企业

以积极的扶持，促进企业发展。并推动企业走兼并联

合的道路，变劣势为优势，变单个优势为集体优势，

实现兼并企业产供销一体化，扩大生产规模，提高竞

争能力。株洲市无线电六厂是一个 生产石英玻璃制品

的企业，由于产品市场日趋衰退，从1986年起就开始

亏损。该厂占地面积大，与株洲化 工厂只 有 一墙之

隔，而株洲化工厂正处在开发新产品需要场地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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