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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

入发展，特别是1986年省对

地市粮食亏损实行“全额包

干、减亏归己、超亏不补”

的办法之后， 我市财政局在

市政府的领导下， 主动与粮

食部门配合，进一步加强粮

食财务的管理和监督， 取得

了一定的经济效果。1986年

实际亏损比省下 达 的 包 干

指标 减 少 106万 元，减 亏

12.04% ，按包干办法规定，

一部分归地方财政， 一部分

归粮食企业，既增强了企业

发展后劲， 又为发展地方经

济增添了财力。1987年在消

化物价上涨、工资增长等因

素的情况下，比上年实际减

亏51万元，比指标减亏15万

元，下降 17.8% 。

一、领导重视、认真对

待。粮食企业财务体制下放

前，我市粮食财 务 统 由 省

管，地方政府只抓粮食，不

管财务。下放后，粮食财务

逐步与市县政府责权利挂上

了钩，尤其是1986年实行全

额包干后，粮食企业亏损多

少，直接影响地方的财政状

况，引起了市政府的重视。

为了促进粮食企 业 扭 亏 增

盈，市政府要求财政局要解

放思想，开动脑筋，把帮助

粮食企业扭亏增盈当作增加

地方财政收入的一项重要任务来 抓。为此，我们与粮

食部门的同志一起，深入 基层，进行调查研究。通过

调查，看到了粮食企业在政策性亏 损下面确实还掩盖

着经营性亏损，在先进的大 指标 下面还有不少落后的

小指标等问题，也看到了粮食企业扭亏 增盈的有利条

件， 增强了做好扭亏增盈工作的信心。在具 体 工 作

中，我们和粮食局紧密配合，每年都召开三次局长联

席会，认真研究布置扭亏增盈工作。市领导同志经常

听取两局粮食扭亏工作的汇报，并亲自深入企业， 检

查指导。由于领导重视，各方面的努力 ，有力地推动

和保证了全市粮食企业扭 亏增盈工作的顺利开展。

二、搞好支帮促，千方百计提高企业经济效益。淀

粉厂是我市粮办工业中 唯一的一户亏损企业。为了帮

助这个企业扭亏，我们除了 与主 管部门积极配合，请示

物价部门批准解 决了 淀粉出厂价格不合理的问题外，

还利用财政部门联系面广，信息较灵 的 特点， 1984、

1985两年帮助企业推销处理了积压产品900吨，收回资

金54万元，松动了 企 业资金， 节约了利息支出。1986

年这个厂一举甩掉了亏损的帽子，盈利34万元。

制米厂1985、 1986两年因玉米原料不足，直接影

响着玉米胚芽的生产 量 和企业的经济效益。但加工议

价大豆不仅可以让车间吃饱，还可以弥补因加工玉米

胚芽不足对效益的影响。我们积极支持企业收购议价

大豆进行加工，并建议主管部门采取措施，避免了粮

食企业内部哄 抬大豆收购价格的问题。经过各方面的

努力， 1986年底制米厂实现 利 润不仅没有减少， 反而

比上年增加了75万元。

三、实行定额管理，正 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

三者关系。1985年粮 油 工业 试 行 利改 税后，厂库分

开、 工商之间 也 建立了严格的 核 算 制 度，工业实现

的利润不再全部用于抵补 商业亏损，税后利润要留给

工业企业。这 样，有的粮油工业为扩大留利，就采取

了以工挤商的办法，增加粮食商业 亏 损， 我们发现这

一问题之后， 及时予以纠正，并引 导企业正确处理三

者利益关系，帮助 企业在工商之间建立严格的核算手

续和必要的规章制度，要求工商之间的原料、成品的

拨交价格，一律按统购价进 行结算。同时千方百计帮

助企业从扩大加工量，降低成本来提高 效益。经过一年

多的努力，1986年比1985年大豆加工量增加4 249吨，

稻谷16 871吨，小 麦6 812吨，共 增 加 利 润 60万元，

既扩大了企业留利， 又 保证了国家利益不受侵害。

我市粮食销售 系统1985、 1986两年实行批零差核

算。 两年的实践证明，批 零差核 算 形 式存在很多弊

病。一是由于粮店提取的批零差是按销售收入 提 取的，

这样就刺激了企业多卖 粮、多提批零差价，使平价粮

油销售失 去控制，既增加了粮食亏损，又增加了粮油

价差补贴支出。二是由于 不同地段销量有大有小，造

成粮店间苦乐不均。为了加强对费 用 支出的管理， 解

决批零差核算存在的 弊病， 我们从1987年 1 月 4 日起

对销售系统的平价经营费用采取了定额管理办法。规

定平价粮油经营费用、营业外支出、税金 等按销售量核

定费用定额；对商品差价 支出单独核定定额；并同时

核定了各粮管所的最高销售限量。为了控制超销，对

超出限量部分，财政 部门按70% 给予补贴。鉴于市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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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运输车队可以担负全部粮 油运输任务的情况，我们

还规定不准雇用外单位车辆搞粮 油运输，否则，财政部

门不承担运输费用补贴，由 企 业在留成中解决。执行

结果1987年全市销 售系统的费用水平，比年初核定的

指标有所下降，比1986年减亏 19万元。

四、正确执行政策、加强财政监督。一是开展财

务检查，堵塞漏洞。1986年 7 月份，我们在分析粮食

企业扭亏工作进度时发现，上半年 亏 损指标与预算相

比，不但没 有减亏，而且还增加了70多万元，这引起

我 们的高度重视，在与粮食局沟通情况后，由财政专

管员和粮食局财 务科、审计科的17名同志 组 成工 作

组，对22户 盈 亏 大 户 进 行 了 检查。共查 出各种违

纪资金32笔，违纪额71万元。其中多 摊成本（费用）
45万元；粮办工业使用的固定资产，由粮食商业提折

旧、大修费21.20万元，以及应在专用基金中支付的咨

询费在营业外支出中 报 销 等问 题4.8万元。检查结束

后，我们与企业主管部门针对存在问 题，制定了降低

费用的具体措施，决定粮食销售系统后六个月除保工

资、运费、利息及取暖费外，其它费用一律停支，仅

后三个月就比上半年节支15万元。

二是加强对粮食主管部门的经费管理。多年来，

粮食主管部门的经费没 有定额，敞着口子花钱，支多

少. 在亏损中列多少。由于主 管部门花钱没有限制，

经费支出连年增加。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对粮食

局机关的经费也实行了定额管理。工资额根据人事部

门下达的编制及实际人均工资核定；办公用品及修理

费以1986年为基数，考虑一定的涨价因素和逐年降低

管理费的要求核定。实行定额后，1987年粮食局机关

精减了24人充实到基层，整个机关费用比上年压缩了

21% ，全年经费支出比核定的定额节约 6万元，比上

年减少32万元。

企业财务
引 导企业眼睛向 内

  挖 潜 增 收

辽宁省抚顺市财政局

抚顺市地处辽宁东部山区，是以能源 、原材料为

主的综合性重工业城市。几年来 ，我市 财 政工作在市

委、市政府和省财政厅的领导下， 地方 财政总收入自

1985年以来， 每年递 增10%。1986、1987 年 两 年虽

有减收增支因素3.86亿元的影响，我们通过不断深化

改革，狠抓 “双增双节” 工作，鼓励和引导企业眼睛

向内，挖潜增收，还是取得了经济效益增长速度高于

产值增长速度的可喜成果。1987年地 方预算内 工 业

总产 值 比 上年增长17.7% ，实现利 润 比 上 年增长

23.1% ，上交收入（含所得税、调节税）比上 年增长

45.2% 。

一、引导企业节能降耗，从降低成本求增收

我市地方预算 内105户 工 业企业， 1985年实现销

售收入17.7亿元，全部产品总成本12.7亿元，每百元

销售收入的成本是80.5元， 每百元成本中的物资消耗

是79.47元，高于同一时期 全国 平均水平 ，尽管有本

地区产品结构与其他地区不可比 等 因素，但是这也足

以说明我市企业生产经营中还存在着高 消耗、 高浪费

的问题。针对这种情况，1986年我们对占成本60% 以

上的主要原材料，严格实行节约有奖，超耗有 罚的办

法，充分调动了企业广开节能降 耗途 径的积极性。如

抚顺石油机械厂1986年以前，每年抽 油机产量在40台

左右徘徊，由于消耗高，浪费大， 一直是亏损品种。

1986年我们对该厂实行原材料、燃 料节约奖办法后，

该厂对抽油机耗用的主要原材料和机 配件进行了认真

的解剖分析， 从下料工段入手，严格规定套裁下料办

法，并要求各车间充分利用套裁下来的边角余料，这

样就提高了原材料利用率。1986年钢材利用率比1985

年 提高 了0.5% ，1987年又比1986年提高了0.48% 。

这个厂还对抽油机的主要配件进行了重新组合，剔除

剩余功能，使抽油机成本逐年下降。通过节能降耗，

该厂使抽油机由亏损产品变为盈利产 品，1987年由于

产量增加、成本降低多实现利润160万元。

为了控制企业因传统工艺所造成高耗费，降低产

品成本，在帮助企业挖潜增收的过程中，我们还注意

引导企业改革旧的传统工艺。1986年我们根据国务院

颁布的有关合理化建议奖办法的精神，对我市企业实

行了 “最佳工艺奖”办法，规定凡是 通过优化生产工

艺，使产品成本明显降低、利润明显增加的企业，可

按国务院合理化建议奖规定的办法，奖励有功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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