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其它浆种，每年可增产纸4 800吨，五年 内为天津增辟

财源1 115万元。

（四）推动企业厉行节约原料。造纸行业的纸浆

缺口，并非几年内所能彻底解决的，所以狠抓降低原

料消耗是缓解这一矛盾的重要环节。为推动企业节约

原料，我们选择了一些重点厂进行 帮助，经常与企业

共同研究深化改革，降低单位消耗的措施。例如1986

年 2 月份，我们通过财务报表，发现造纸五厂元月份，

在 7 个品种中有 4 种的 浆料单 耗超过了 上年 平均水

平。据此，我们向领导反映并提出建议，引 起企业的

重视。该厂及时推行了降低浆料单耗的承包，每月给

各车间下达指标，车间又把指标下达到班组，班组下

达到专人，降耗措施层层落实，实行车间 主任、三班

值班长的专责管理，并与职工个人利 益挂钩，节约有

奖，超耗则罚。从而增强了职工降低原料消耗的责任

感，逐步扭转了消耗过大的局面。1986年，造纸五厂

通过节约各种浆料，降低成本5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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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前后，在一些省市的商业单 位 ，曾刮起过

一阵滥发 “购货券” ，“礼品 券” 的不正之风。这些

证券标有面额、 购货单位，有的还注明 购 买期限。持

券者可在指定的商店任意选购 商品。有的供券（货）
单位 为 满足 购券（货）单位和个人的 需要，甚至相互

串通，弄虚做假，不按实销物 品 开具 发货票。对此，

中央及时发现并采取了严厉措施，较快地 纠正 了。

据 了解，最 近 又 有些 地 区的商业 单位重新用起

“购货券” 办法，直接的目的是 想 以 此扩 大 商 品 销

售，增加营业额。北京 市 某自选商场通过这个办法，

使今年一季度的商品 销售额比去年同 期 增长31%。应

该说，商业单位 采取多种经营方式，开拓 新的商品 流

通渠道，扩 大商品 销售，是积 极的，应 当鼓励 的。但

是，在 我国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 经济条 件下，商业

单位 采取的任何经营方式和 开 拓的流通渠道必 须是正

当的，合法的，不允许违背国家 法 律，不择手段地片

面追求利润。“购货券”这种 方式之所以 不能采用，

是因 为它违背了 国家的财经管理制 度 ，冲击了现金、

财 务、 税收的正 常管理 ， 而 且助 长了 滥 发奖金、实物

等不正 之风，败坏 党风和社 会风气。

很明显， “购货券” 为买 方 逃 避银行监督提供 了

可 乘之机。“购货券”所买之物，基 本 上是个人消费

品。如果买方单位从银行提取现 金，以 奖金等形式分

发职工 购买物品 ， 单位提取的现金额度， 就要 受到现

金管理制度的约束。 而 采取 “购 货 券”的方法，不论

动用多少钱款，买 方只需给卖方开具一 张转 帐 支票即

可。这样做，既逃避了银行监督 ，又 为职工谋 了 “福

利”。一些商业单位之 所以 采取 “购货券”的形式扩

大商品 销售，正 是利 用了这一点。

“购货券” 又 是买 方逃避 交 纳 奖金税的一种手

段。按照国家规定，单位全年发放奖金数 额 超过国家

规定免税限额部分，都要按适用 税 率交纳奖金税。但

是，有些购券单位并未把 这笔货款在奖 励 基 金 中列

支，而是在职工 福利基金或其他 费用中列支。这样，

就 变相多发了奖金，同时又逃避 了 奖金税。

还有一些企业单位，把购买 “购货 券”的支出挤

入了生产成本。由于买卖双方 串通作弊，不据 实填列

发货票内容，如把 “毛线”填成 “铜 线” ，把 “电风

扇”填成 “排风扇”，等等，最终把 支付的钱款挤入

生产成本，加大生产成本，挤占国家财 政收入。

从上述情况不难看出， “ 购 货券”带来的危害是

广 泛的，它冲击着国家财政、 金融、税收 、 财 务的正

常管理，波及到企业、 事业、 行政单位等各个方面 ，

腐蚀 着人们的思想，不利于社会风气的 根 本好转。目

前，我国经济体制 改革 正 在 深 入 展 开， 步伐还将加

快。商业是联系生产和消费的纽带，担 负着商品 流通

的重任，当前这股 “购货券”之 风再起，将会干扰流

通体制的改革，对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 健 康进行也是

极 为有害的。因此， 有关部门应 高 度重视，及 时采取

措施，迅即刹住这股歪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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