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企业财务

深化粮食企业改革

  促进扭亏增盈

辽宁省海城市财政局

从 1983年粮食财务体制下放以来，我们海

城市财政局以改革为动力，千方百计帮助主管

部门把粮食企业承包经营和加强内部管理相结

合，把控制平价粮油亏损和增盈创收相结合，

走出了一条粮食企业扭亏为盈的新路，取得了

较好的经济效益。1988年，粮食平价经营亏损

993万元，粮油工业、饲料企业、及附营经营等利

润总额为1 002万元，剔除 银行提高 利率300万

元的不利因素后，盈亏相抵比上年增加盈利297

万元，实现了扭 亏 为 盈。财 政 退 库 由1984

年的859万元，减少到1988年的691万元，下降

19.7%。在深化粮食企业改革、促进企业扭亏

增盈的过程中，我们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工

作：

一、分行业承包经营，改革粮食财务管理

办法。1984年以前，粮食企业在统收统支财务

管理体制下，重粮轻钱，不重视经营管理，企

业亏多亏少都由财政补贴，与自身关系不大，

造成全市粮食系统净亏损逐年增加，财政负担

日益加重。1984年，我 省财 政实行 分级大包

干，粮食企业收入列入我市财政预算，粮食企

业盈亏多少，已直接影响着我市财政预算的平

衡。为了逐步改变粮食企业吃国家大锅饭的状

况，我们和粮食局经过多次调查研究，并报市

政府批准，对粮食企业财务由统收统支改为分

行业承包。即对平价粮油亏损实行一年一定的

亏损总额包干、减亏 “倒四六” 分成（企业分

60% 、财政分40% ，下同）、超亏 “倒四六”

分担办法；对粮油工业、饲料工业实行利改税，

对粮食议价、附营经营实行利润留成办法。
市粮食局在总额包干的基础上，对基层粮

食企业实行以 “基数包干、定额调整、分档奖

励” 为主要内容的承包经营责任制，企业内部

层层分解落 实承包指 标和经 济责任，年末兑

现，有奖有罚。具体做法是根据商品流转计划

的粮油经营量和同类企业万斤粮油经营费用平

均水平计算确定各个企业承包基数（承包的范

围主要是自主费用、毛利毛损、营业外收支净

额三大块）。 当 粮 食 经 营 量 发生 较大变化

时，可按万斤粮油经营费定额调整包干基数。
承包中，企业按减亏增盈多少划分为责任线，完

成承包指标责任线的，可获不同的奖励。没有

达到责任线的，企业领导与职工不得奖，超亏

按比例扣罚领导班子工资，其他经济指标未完

成承包任务的，按比例扣减奖金。
二、强化管理监督，把承包经营与加强内

部管理紧密结合起来。向管理要效益。从点滴

入手努力减亏，这是克服以包代管、增强企业发

展后劲，提高企业素质的重要环节。这几年我

们抓管理监督的主要突破口是建立健全岗位责

任制和完善各种考核指标，我们在粮食收购、

入库环 节 逐 步 推行了 “四位一体”和 “十率

考核” 办法。“四位一体” 是指对检质员、检

斤员、保管员和核算员这四个岗位，建立严密

的岗位责任制，将四大员联成一体开展竞赛，

使之互相监督，互相配合，环环扣紧，把好粮

食入库的质量关、数量关和核算关。“十率考

核” 是指考核粮食保管中的仓容利用率、科学

保粮率、自生虫粮率、库房完好率、货位形态

合格率、质量考核率、粮食符等率、机械设备

完好率、老鼠密度及装具短缺、占用率。这两

个办法明确了粮库每个职工的 工作责任和考核

标准，使每个职工工作有目标，努力有方向，
有力地调动了干部群众的积极性，有效地控制

和减少了平价粮食费用开支。如1987年我市粮

食企业由于提高仓容利用率，增加储粮1 000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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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公斤，节省开支10多万元。再如1984年我市

粮食部门共烘晒玉米5 000多万公斤，粮食降等

率占45%，损失40多万元。1988年由于实行了

“十率考核”办法，粮库把上述问题当作节支

重点来抓，千方百计抓粮食保等级、提等级，
全 年有3 923万公斤的 粮 食提高了一个等级，

提等率占入库总量的18.3% ，增加收入13.3万

兀。
为了努力减少收购环节的流通费支出，我

市在粮食收购环节还推广了 “三就地一直拨”

办法，即在粮食收购季 节， 粮库 派人 走村串

户，就地检质、就地检斤、就地包装后直接发

运到调入单位，这个做法既方便了农民卖粮，

又减少了流通环节，节省了费用开支。1988年

我市实行 “三就地一直拨” 方式，收购粮食900

万公斤，不仅解决了农户 “卖粮难”问题，还

为农户节省工时近800个，运费1.5万元。由于

粮食就地直拨，粮食部门减少坐囤近百个，节

约费用 4 万多元。
三、广开增盈渠道，积极创收，把控制平

价亏损和增盈创收紧密结合起来。在推行承包

经营、加强管理、努力控制和减少平价粮油经

营亏损的同时，我们还大抓增盈创收。海城号

称辽南粮仓，是全国重点商品粮基地县之一，

正常年景粮食产量稳定在12亿斤，历史最好年

份1983年达到13.7亿斤。除完成国家粮食合同

定购任务外，每年社会余粮约在 2 亿斤左右，加

上铁路、公路贯穿我市南北，交通方便，这对

开展议价粮油经营，发展多种经营是十分有利

的条件。为了搞活经营，增加盈利，我们具体

抓了三项工作：

一是抓重点。1 987年， 我们在总结前几年

工作的基础上。确定把创收 重点放在市第一粮

库面粉厂、油脂厂和粮油贸易公司三个大户，

年初提出了 当 年 创 百万利润的目标。目标确

定后，我们财政部门从 工作上支持，资金上保

证，生产经营上扶持，年末这三个单位比翼齐

飞，实现利润都突破百万大关。如市粮油贸易

公司在议价粮油经营中，敢于做大买卖，渠道

畅，信息灵。去年年初他们通过外贸会议，抓

住国际市场食油价格下跌的信息，及时反馈给

市粮食局，并果断 决策 进口1 000吨 豆油，一

笔生意获利几十万元。同时，在省外贸部门的

支持下，他们先后出口玉米一万吨。经过一年

努力，该公司年末实现利润124万元，比上年增

长61倍，人均创利额超万元。
二是扩大议价粮油经营。几年来我们一直

狠抓议价创收，并经历了一个由主管公司单独

搞发展到全市粮库、粮 管 所 都 搞，路子越走

越宽，经营量越搞越大。1988年全市粮油议价

经营量达50万吨，实现利润450万元（不含主管

公司）占全市 盈利行 业总利 润额 1 002万元的

45% 。
三是搞好技术改造，培养财源。几年来，

我们加强了对粮食企业的投资管理。对专用基

金实行分级管理、统筹 安排 、重 点改造 的办

法，适当集中了一部分资金用于改造老库。对

于小修费用，我们控制在固定资产原值的 3 %
以内包给企业，不准突破。对企业大中修和新

建项日一 律由财、粮两局共 同审批，下达计

划，对企业资金不足的，用集中的资金给予调

剂。使重点改造工 程资 金足，进度 快、投入

早、受益大。
在投资方向 上， 我们把 粮油 工业 做为重

点，为了 支持企业的技术改造，我们仅1 988年

一年就筹集资金100万元， 用于粮油 工业的技

术改造，为扩大企业生产、经营能力，为粮食

企业的扭 亏增盈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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