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需要。在预算中把这部分资金单列，对于支持经济改

革，维持社会安定以及解决未来老龄社会问 题，都有

重要意义。第五，复式预算 把国家财政收支按经济性

质分列预算，更便于人民对国家预算的审查监督，清

楚地了解政府的活动。这对于加强决策的民主化和科

学化，是有好处的。因此，改革单一预算形式，实行

复式预算形式，是必要的。对于实行复式预算可能产

生的弊病，我们可以依靠我国优越的社会主义 制度，

扬长避短，加以克服，逐步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

家预算编制形式。

根据以上思路，我们初步设想将目前的 单一预算

一分为三，即国家经常预算、 国家投 资预算和国家特

种基金预算。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都应编制这三种预

算。国家经常预算收入主要是各项税收，支出主要是

文教科学卫生、国家机关、国防等维 持性或消费性支

出。国家投资预算收入主要是经常预算结余和公债收

入，支出主要是生产建设性支出和偿还债务。如果欲

为1981—1986年发行的国库券建立偿债基金，亦可

列入此项预算。国家特种基金预算可以随国家 或地方

政府的情况而定。目前中央的特种基金预 算可以有能

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 社会保险基金等，由地方在预

算外管理的城市建设维护费、 养路基金等则可列入地

方政府的特种基金预算。

企
业
财务
抓
好
增
产
节
约 

 

增
强

企
业
消
化
能
力

黄
绍

安 
 

王
子
道 

 
陈

建
球

近两年来，随

着经济体制改革的

深入发展，工业企

业普遍面临着原材

料、燃料涨价和工

资费用增加的新情

况和新问题。在这

种形势下，如何提

高企业经济效益，

增 强内 部 消化能

力，是企业经营管

理中的一个重大问

题，直接关系到企

业改革 的 顺 利 进

行。为了抓好 这项

工作，我 们对湖南

省湘潭市14户工业

企业进行了一次抽

样调查。被调查的

企业有大、中、小

型， 有 全 民 和 集

体，有盈利的，也

有 亏 损的， 涉 及

到机械、轻工、化

工、纺织等不同行

业，具 有一定的代

表 性。

据调查，由于

原材料、燃料涨价

等因素，近年来企

业增支减收的情况

比较突出。被调查的14户企业1985年增支减收1 555，8

万元，1986年增支 减 收2 620 多万元。比1985年增长

68.4% ，占当年销售收入的9.07%。在增支减收的构

成因素中，各占总额的比重是：

单位：万元

从上表可以看出，原材料提价 因 素的 影响是大

头，两年均占增支减收因素的70% 以上；利息增支因

素由1985年的44.35万元上升到1986年的255.38万元 ，

比上年增加4.76倍，这主要是 企业产 品积压等原因，

造成流动资 金 大 幅 度上升；产品价格下浮因素的金

额，由1985年的97.15万元 上 升 到1986年的235.34万
元，增加1.42倍，主要是市场竞争加剧和某些产品质

次价高所造成的。据了解，这14户企业， 1985年增支

减收的1 565.8万元，企 业内 部 消化了866.37万元，

1986年增 支 减 收 的2 622，32万元，企业内部 消化了

1 415.18万元，两年的内部消化率都在53% 左右。但是

从14户企业抽样调查来看，行业与行 业之间，企业与

企业之间，消化能力很不平衡。1985和1986两年的 平均

消化能力，机械行业为76.76% ，化工行业为51.76% ，

一轻行业为16.70% ，二轻行业为40.13% ，纺织行业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为11.63%。

从这14户企业增 收 减 支的因素看，其构成比重

是：

单位：万元

从上表可以看出，这14户企业的消化能力中，产

品价格上浮所形成的两年分别占88.5%和69.69% ，而

增加产量所形成的仅占10.52% 和13.81%。这说明近

两年企业的消化能力主要是吃 “涨价饭”。同时，我

们还可以看到，这14户企业靠降低物质消耗的消化能

力两年只占1.63% 和7.6%；降低费用的工作也做得很

差，1986年仅占消化能力的2.93% 。在提高产品质量

增强企业消化能力上，所做的工作也是微乎其微，两年

只占0.17% 和0.26%。这说明企业素质差、管理水平

低，投入多、产出少的状况 是影响企业消化能力提高

的主要原因。据有关资料分析，1986年工业生产中物

质消耗的比重，预计比1980年上升 二个百分点以上；以

我国今日的工业生产规模，粗略匡算，如果物质消耗

降低一个百分点，就可以 减 少物质消耗50多亿元，或

者说可以增加净产值30亿元左右。这14户企业1986年

在抓降低物质消耗上做得比1985年好一点，就多节约

93.49万元，是1985年的6.6倍，这说明企业的潜力是

很大的。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增强 企业消化能力，要

从抓增产节约入手，一方面 要改善企业经营管理，大

力调整产品结构，增产适销对路产品；另一 方面要降

低物质消耗，提高产品质量. 加速资金周转，节省各

项开支，具体有以下几点：

一、提高企业素质，实现企业转轨变型。企业要

加快实现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型的转变。企业的各级领

导必须把全部经营管理工作真正 转到有计划的商品经

济的轨道上来，真正树立经济效益观念、质量第一和

市场竞争观念、时间与信息观念、利息和资金周转观

念，以及人才开发、产品开发观念。

二、加速技术改造. 不断开发新产品，增强企业

应变能力。有的企业消化能力差，与应变能力差有着

密切关系。例如产品老化、质次 价高，在市场上没有

竞争能力；有的虽有销路，但生产能力 有限，无法扩

大市场覆盖率，实现增产增收。为此，必须在技术改

造和开发新产品方面狠下功夫.为提高 企业经济效益

增强后劲，为增强消化能力 创造条件。

三、抓管理，上等级，主攻提高产品质量和降低

物质消耗这两个重点。在 企业生产中，要坚决反对那

种单纯追求产值. 不问 经 济效益，不问市场需要，不

顾产品质量，一边增产一边积压的倾向。要根据变化

了的新情况，研究新办法、新措施；要加强经济信息

工作，抓紧产品结构调整，大力疏通 流通渠道；按照

抓管理，上等级，全面提高素质的要求，切实加强企

业管理，把增产节约建立在质量不断提高、消耗不断

下降、产品适销对路的 基础上，建立在生产、流通、

消费紧密衔接，速度、比例、效益相 互 协 调 的基础

上。

四、深入开展勤俭节约、勤俭办 企业的活动。要

在企业干部职工中，进行勤俭办企业的教育。提倡勤

俭光荣，浪费可耻。要在贯彻财政部、劳动人事部、

国家经委1986年颁发的《国营工业交通企业原材料、

燃料节约奖试行办法》 的基础上，开展提高质量、降

低物耗为中心的对比、达标活动。把同一行业各企业

的各种可比 经 济指 标、包 括耗能，耗原材料，耗人

力、物力等指标互相对比，定期公布，促 进增产节约

工作不断深入。

增 产 节 约 增 收 节 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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