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的留利大部分都用于职工福利和 奖金了，这不仅改变

了应用于生产的资金的性质，而且加剧 生产资金不足

的矛盾，严重影响了企业的 后劲。因此，所有企业都

应编制费用节减的计划和措施，加强 管理，建立严格

的费用支出审批制度，防止支出无 计划、敞口花钱的

现象，力争把过高的费用开支压下来，并管好、用好

自有资金。

总之，今年的增产节约、增收节支工作，要结合

深化企业改革一起进行，要：通过改革，使企业的外部

环境有所改观，企业的内部经营机制进一步完善，通

过推行各种形式的承包责任制，使企业的经济效益有

所提高。我们要切实地抓好 “双增双节”工作，努力

完成中央、国务院提出的工 业物耗降低 2 % ，可比产

品成本降低 2 % ，企业“两费”压缩10% ，亏损企业

扭亏30% 及商业的商品流转费降低 2 % ，亏损额下降

20%的要求，为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 展 贡 献 力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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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阳市地处辽宁省西

部山区，十年九旱，经济

落后，粮食不能自给，平

均每年需要调入 6 亿斤以

上。市财政每年平均补贴

粮 食亏损3 500多万元，约

占全市财政收入任务的一

半。1983年省里将粮食财

务管理体制下放到市、 县

以后，调动了财政和粮食

部门加强管理的积极性，

经济效果一年比一年好。

1984年全市粮食企业亏损

2 799万 元，1985年 减 亏

1 334万元，1986年 在剔除

粮食调拨经营费开支增加

等因素后，又比1985年减

亏253万元。我市的主要做

法是：

一、坚持改革，落实

好粮食财务管 理 体 制 下

放。为了加强粮食财务管

理，1983年初，省里将粮

食财务管理体 制 下 放 到

市、县管理后，我们首先

对全市134个政策性 亏 损

企业的经济情 况 进 行 对

比、 分析，找出存在的问

题。在与粮食主管部门共

同进行调查研究 的 基 础

上，制定了全市粮食企业

扭亏增盈的中长期规划和

当年实现扭亏增盈的责任

制。各县县长向市政府，

粮食、财政局长向县长，粮 库 主 任 向粮食和财政局

长，层层签订了 “责任状”，明确扭亏 任 务，确定奖

惩条件，对减亏者奖，超亏者罚，实行责、权、 利挂

钩。由于采取上述措施，调动了各级领导和粮食企业

的积极性，收到显著成效。1984年末，在粮食总经营

量比上年增加403万吨的情况下，亏损额 比上年减少

304万元，减亏9.9%。其中建平县有 4 个单位扭亏为

盈，朝阳县在34个独立核算单位中，减 亏万元以上的

有23个。

在此基础上，从1985年开始，我市市财政对县财

政实行亏损指标包干 “一定五年”不变的办法，减亏

超亏都随财政体制走，解除 了怕“鞭打快牛”的后顾

之忧，从而进一步调动了各地的积极性。各级党政领

导非常重视粮食财务工作，经常进行检查指导，有的

还专门成立了粮食财务股。如建平县政府主管县长经

常带领财政、粮食部门的同志深入到基层企业现场办

公，就地解决企业遇到的问题。1985年末，全县扭亏

为盈，实现利润140万元。1986年在调资、调拨经营费

提高等许多不利因素影响下，仍盈利100万元。

二、加强企业财务管理，完善企业内 部经济责任

制。为了加强企业财务管理，我们采取以县粮食局为

单位，分档次分成的办法。即：对经营平价粮 油企业

亏损额的考核由环比改为定比，以1984年粮食企业实

际亏损额为基数，减亏 5 % 以内的企 业可分成减亏部

分的25% ，减亏幅度越大，分成比例越 高，最高的为

40%；对粮油议价、 运输、附营业务企业实行基数留

成和增长分成办法，以前三年平均利润为基数，超过

基数部分，按三个档次分别计算增长分成额；对粮油

工业和饲料企业实行利改税办法。从而有效地调动了

粮食企业抓扭亏增盈的积极性，1984年至1986年粮食

部门连年大幅度减亏，利润成倍增长，减 亏 分成也相

应增加，提高了粮食企业自我改造的 能力，为进一步

扭亏增盈打下了基础。

与此同时，我们积极 推 行粮 食企业的 “定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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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一补三算、 减亏加奖、 超亏受罚”的办 法，促使

企业进一步完善经济责任制。 “定额 管理”是指县粮

食局对各企业的购、 销、 调、 存、 加工等 业务环节，

分别制定费用补贴定额，共分两 大 类、 十五项。一类

是相同费用补贴定额（包括征购、公 路调入、 公路调

出、 仓房储存、 超仓容储存、 低值易耗品摊销、 固定

资产折旧、小型固定资产修理等）；二类是 具体费用

补贴定额（包括销售、铁路调入、 铁 路 调出、 其他业

务费 、 行政人 员工资、 利 息 等）。 “一补 三 算”是

指：按各企业实际商品流转量，依据 各项定额标准计

算补贴；对各企业不能自主的费用单 独计算；对粮油

调拨经营费单独计算；对营业外支出单独计算。年终

对每个企业按各项定额标准，计算经营成果的好坏，

实行减亏者奖，超亏者罚。实行这个办法后，各单位

都积极想办法，将各项经济指标层层 分解、落实到班

组和个人，核算单位由大化小， 形 成了层层 算，人人

算的局面。如建平县粮库1985年在购、销、 调、 存四

个环节上对各股制定了197项定额，把费用 指 标落实

到个人，实行费用 “一条龙”承包责任制。储运股仅

通过采取直拨直付办法，减少搬运 环节，就节约费用

开支10%。

三、搞活经营，以盈补亏。为了进一步提高企业

的经济效益，我市改变过去单纯看摊守业的做法，狠

抓了粮油议价管理和商办工 业企业的盈利，走 “以议

补平”、 “以工补商”的路子。为了便于管理，我市

成立了相应的管理机构，配备了人员，确定由一名粮

食局长亲自抓，充分发挥我市葵花籽、芝麻、高粱、

玉米等生产优势，积极协助企业在搞活上下功夫。在

议价经营上，大搞横向经济联合，先后与20多个省、

市、 县建立了业务关系。我们还积极筹集资金 在秦皇

岛成立了粮油综合贸易分公司，扩大经营范围，增加

品种，活跃城乡市场，收到较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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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贵的 经验

——伊盟食品系统增收节支

减少亏损情况的调查

冯纯 铸

取消生猪派购、 肉食价格放开，实行多渠道经营

以后，国营食品企业如何搞活市场、 平抑物价、 减少

国家财政补贴，发挥主渠道的领导 作用，是国营食品

企业面临的新课题。最近我们带着这个问 题到内蒙伊

克昭盟食品公司和主管部门进行了调查，了解到该公

司在增产节约、 增收节支，减少亏损，搞活 市场方面

取得显著成绩。1986年，这个公司系统的商品纯销售

额比上年增长了8.7 % ，商品销售 毛利率比上年上升了

5.84% ，商品流通费用比上年下降了 3 % ，运 杂费用

下降了50% ，商品损耗比上年下降了22% ，全部流动

资金占用比上年减少37.5% ；流动资 金周转天数比上

年减少57天。全盟食品 系 统1986年比上年 减 少 亏损

109万元。

伊盟食品公司系统之所以能在短短的一年内打开

局面，取得显著的成绩，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

是领导班子思想明确，在增产节约、增收 节支上狠下

功夫，在提高经济效 益 和 社 会效益上创出了一条新

路。他们的主要经验是：

一、有一个好的领导班子，注意做好职工的思想

政治工作。伊盟食品公司现任领导班子是经过两次较

大的调整，由充实了专业技术人员和德才兼备的中青

年干部组成的。他们的特点是：注意抓职工的思想政

治工作，办事公道，严于律己。在工作中，为了统一

公司职工的思想认识，他们组织大家对公司存在的问

题进行讨论，找差距，寻根源，使职工明确了要为实

现企业和公司的奋斗目标而努力的思想。在工作中，

凡要求职工做到的，领导干部首先带头做到。在收购

旺季，领导干部轮流值班。在扩建冷库的工程中，副

经理孙治安同志加班加点绘制设计图 纸，使扩建的冷

库质量高、投资少，受到有关部门的好评。在 生活上，

他们把职工切身利益挂在心上，积极解除职工的后顾

之忧。在调资、分房、评奖等方面优先考虑着工人群

众，特别是优先解决那些在脏、苦、累岗位上工作的

工人群众。按照这个原则，1986年，这个公司将机动

调资的129个指标除 2 个用于工资偏低的科长，其余全

部用于一般职工，并给14名工人 晋了级。这年公司盖

的 6 户家属房，除 1 户 分给参加第一 线 生 产 的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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