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企业财务
我县食品 公 司

是怎样做好扭亏增盈工作的

陈升智湖北省天门县财政局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生猪、禽蛋的 开放，

打破了国营食品公司独家经营的局面。由于市场竞争

激烈，给国 营 食 品 企业在经营上带来一定的影响。

1985年，我县食品公司由过去每年上缴 税利 几十 万

元，变成了亏损92万元的亏损大户。1986年以来，县

食品公司总结了经营管理的经验和教训，制定了各种

强化管理的措施，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使企 业增加

了活力，逐步摆脱困境，生猪、禽蛋经营效 益逐步回

升。到1986年12月底止，全县收购生猪15.63万头，比

上年增加20.87% ，收购鲜蛋638.14万斤，比上年增加

23.91%%；出口生猪、 外调生猎、外调鲜蛋 和 地 销 生

猪都比上年有显著增加；经营亏损比上年减少74.44万
元，减亏80.78% 。我县食品公司的主要做法是：

一、加强领导班子建设。1985年的经营实践，使

食品公司的领导同志认识到：领导班子是否懂 业务、

会管理、 善经营，是决定企业兴衰的关键，1986年，食

品公司吸取上年的经验教训，首先精简公司人员，将

9 个股室精简为 6 个；行政管理人员由66人压缩到33

人；书记、经理由 8 人减为 4 人，其余人员全部充实

到基层营业所，改变了机关人浮于事的 状况。其次，

调整了营业所领导班子。全县22个独立核算单 位，充

实提拔了21名懂业务、 会管理的同志担任 主要领导职

务，建立健全了党支部，配备了专职、兼职书记，使

企业加强经营、争创效益有了可靠的组织保 证。与此

同时，县公司还颁发了 《 关于总支成员实行分片下点

的决定》 ，密切了机关与基层的关系。公 司领导还坚

持下基层调查研究，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促进 了全

系统经营管理工作的提高。

二、拓宽商品流通渠道。为了充分发挥国 营食品

公司在促进生产，平抑物价，保障市场供应 上的 主导

作用，县食品公司积极拓宽商品流通渠道。该公司专

门指定一名副经理主持内外购销 业务，从 “争”字入

手，在 “活”字上做文章。坚持按客观规律办事，力

争县内、 县外市场并举。对县内市场，采取尽量多销

的办法，对县 外 市 场，公 司实 行统一组织，统一调

运，统一结算办法，采取

“巩固老渠道，发展协作

区、 开拓新销区”的经营

策略，分批组织人员赴外

省、 外地与十多家食品和

外贸部门联系，建立了以

武汉市为中心的一市六县

经营网络。 1986年，外调

生猪和外调鲜蛋分别比上

年上升13.4% 和25.5%。由于 渠道畅通，该公司销售

总额达2748万元，比上年净增477万元，增长21%。在

生猪鲜蛋的购进中，该公司十分注重市场信息反馈，

摸准购销差价，严格按价值规律办事，根据产销变化

情况，多次下达弹性指导 价 格，既解决了卖难、 购难

问题，又保证了商品 价 格的相对 稳 定。使 生 产、经

营、消费三者满意，真正发 挥 了国营食品企业的经营

主渠道作用。

除此以外，食品公司还对以付补主的附营 业务进

行了整顿提高。在关闭效益差的业务项目基 础上，巩

固发展了工业品门市部、旅店、饲料加工、 养 殖和运输

等十多种附营业务，既解决了部分人员的 生活出路，

减轻了企业负担，又 为 提 高 企业经济效益作出了贡

献。

三、强化企业财务管理。财务管理是企业经营管

理的核心，是提高经济效益的重要环 节。1986年，他

们改进管理办法，实行了 “三为主” 、 “三统 一”的

管理办法。即经营以猪、 蛋为主，核算以 营业为 主，

承包以集体为主，统一管理人员、 统一指挥 业务、 统

一核算。并抓了以下几件工作：

（一）推行主任任期目标管理。1986年初，公司

召开全县食品工作会议，将国营食品经营总盘子 分解

成经营量、毛利率、费用率、资金周转 次数、利润额

五大指标，作为主任任期的工作目标。然后，各 营业

所将指标分解到各站，作 为 各 站 组长任期的工作目

标，这样，既加重了领导责任，又使领导胸中有 数，

便于指挥，促进了企业经营管理的提高。

（二）推行 “定额管理、按分计酬、超额 分成、

月度考核、半年总结”的管理方法。首先，各营业所

配齐专、兼职核算员，除负责分月考核全年计划指标

执行情况外，重点项目还专项核算，如对出口猪实行

单卡核算，对外调猪实行单车核算、对地销猪实行单

头核算，在生猪每头平均收购成本比上年同期净增15

元的情况下，仍使外 调 猪每头平均盈利净增0.3元，

出口猪每头平均利润仍达14元，地销猪每头平均减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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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6元。其次.在 定 额 管 理基础上，实行以定额计

分，按分计发工资，打破所、站、组之间在分配上的

“大锅饭”。公司规定对完成和超额完成任务的营业

所发全工资，对没有完成任务的按比例扣发工资，全

县22个单位，去年三月份，得全工资的所 有10个，四

月份增加到20个。由于严格实行奖优罚劣，促进了定

额的实现和任务的完成。

（三）抓好财务清理，搞活流动资金。1985年县

食品公司由于经营管理的某些失误，造成 县食品企业

流动资金不合理 占 用达200余万元。1986年以 来，他

们以整顿财经纪律为中心，狠抓了财务 清理，采取边

清边收，谁经手谁收等办法，收回各类资金百余万 元，

改善了资金占用结构，提高了资金利用率。麻洋食品

所由于管理混乱，执行制度松弛. 不合理资金占 全部

流动资金的70% ， 全 所 职 工 86人，就有 62人挪借公

款，金额达 3 万元。通过清收，除收回全部借 款外，

其他各项赊销款也收回 7 万余 元，搞 活 资 金30余万

元。

企业财务改革流通体制  提高经济效益

曹广 生

浙江省国营水产供销企 业在中共中央、 国务院决

定全面放开水产品购销政策后，以 提高 企 业 经 济效

益、沟通产销、参与市场调节为中心，改革流通体制，

加强经营管理，完善经济承包责任制，取得了显著效

果。1985年全省国营水产供销企业营业额达 52，509万

元，实现利润1，416万元，分 别比 1984年增长14.8%
和1.3倍。1986年 1— 8月份营业额21，458万元，实现

利润942万元，分别比1985年同期增长14.8% 和8.4% 。

这个省的国营水产供销企业在改革流通体制，提

高经济效益上，做了以下三项工作。

一、划小核算单位，完善经济承包责任制。浙江

省国营水产供销企业自全系统实行经济责任制以来，

大多数企业内部都是统一核算，统负盈亏，对基层单

位未实行经济承包责任制，企业经营好坏与基层单位

和职工的经济利益联系不 够紧密，企业内部吃 “大锅

饭”的现象仍比较严重。为调动基层单 位和广大职工

的生产、经营积极性，适应开放 政策，提高企业经营

管理水平，增加盈利，他们在企业内部采 取了划小核

算单位，分灶吃饭的办法，进一步完善了经济承包责

任制。目前，全省94户国营水产 供 销 企 业已划分为

308个核算单位，这些单位在财务上实行独立核算，自

负盈亏。各企业将利润等主要经济指标分解落实到各

个核算单位，把核算单位及职工的经济利益同所承担

的经济责任和实现的经济效 益紧密地结合起来，在企

业内部基本形成了一个目标明确，职责分明的经济责

任制体系，使企业经济效益明显提高。如瑞安县水产

供销公司针对本公司的实际情况，对具备实行独立核

算的基层门市部和厂、 站，一 律实行独立核算，自负

盈亏。公司对核算单位下放了 “三权”：一是 自行购

销、自主经营权；二是对职工分配工作、 使用、 管理

权；三是对职工在经济上的奖罚 权。公司对核算单位

还实行了 “三定”，即定人员、定任务、定 奖赔。做到

人定岗，岗定责，责定奖，解决了人 浮于事的现象，

增强了企业活力，提高了应变能力，经济效益有了较

大提高。这个公司1986年 1—8月份实现利润74万元，比

1985年同期增长了8.25倍。职工收入也有明显增加。

二、改变经营方针，把固定型转为开放型。长期

以来，国营水产供销企业经营方式陈旧，只固定在鱼

货上调、批发工作上，忽视了企业转轨变型。自水产

品购销政策放开后，浙江省国营水产供销企 业根据水

产品收购量相对减少的新情况，在划小核算单位的基

础上，采取多级收购，多级经销，开办 水产品批发交

易市场及省内外购销市场等多种办法，逐步建起了一

个开放式、 多渠道、少环节的流通体制，开拓了市场，

扩大了销路。如温岭县水产供销公司为适应水产品购

销政策放开的新形势，改变了过 去水产 品 收 购 靠派

购，销售等上门，物资供 应 靠 计 划的 “依赖式” 、

“封闭式”的经营方式，在水产品购销工作上，注重

搜集市场信息，实行多 渠道采购、销售，形成了一个

城乡、县内外的水产品收购、销售网络，并 利用公司

运输船队承 揽社会运输业务，做到渔汛旺季集中力量

加强水产品收购，淡季积极参与社会 运输。同时，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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