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均定额进行考核。消耗高的企业按上年实际

或者前两年的实际 平均消 耗进 行考 核（滚动

制）。

充实人员，提高干部素质

财政部门的企业财务工作，由基本上是收

支预算管理型转向经营管理型，由一般的预算

收支管理向包括讲求生财之道、聚财之道、用

财之道的“经营管理部”转变，工作的要求越

来越高，工作内容日益向 深 度广 度发展。因

此，利改税之后，财政部门的企业财务工作，

不但不能削弱，还要加强。人员过少，只能应

付日常事务，无力开展管理工作，工作处于被

动局面。人员过少的，要适当充实。
为 了适应 工作发 展和顺利完成工作转变

的需要，除了适当充实人员以外，还要对现有

干部进行有计划的培训。企业财务工作面临的

任务，不论从广度或深度来说，都有不少新的

内容。培训干 部没有现 成的 师资和教 材。因

此，培训的主要方式，是向实践学习，在实践

中学习。要自力更生，勇于实践，有了经验就

及时总结，以经验为教材，组织干部学习，提

高一步，再回到实践中去，不断总结经验，不

断组织学习。经过几个循环反复，就会使干部

较快地得到提高。当然也要组织干部有计划的

学习一些现代财务管理知识，如价值工程、管

理会计、项目评估和可行性研究等，提高干部

素质，以适应需要，做好工作。

书 讯

为了满足各方面学习财政法的需要 ，新疆人民出

版社出版了《 财政法基础知识》 一书。该书根据财政

分配和监督的基本理论阐明了财政法的基础知识，介

绍了国家颁发的财政税收重要法规的基本内容，共分

财政法概论、预算法、税法、企业财务法规、会计法

和财政监督法规 等 六章。全 书17万字多，每 本定价

1.30元（包括包装邮寄费）。
该书由乌鲁木齐职业大学资料室发行。地址：乌

鲁木齐市昆仑路市财贸学校院内。开户银行：乌鲁木

齐市工商银行友好路分理处。帐号：89—506。

实行
政策性亏损定额补贴

  改善粮食企业财务管理

山 西省财政厅

从1982年起，我省对粮食企业政策性亏损

实行定额补贴办法，四年多来，粮食企业亏损

得到控制，企业经营管理有了改善，财政补贴相

对减少，企业自有财力不断增加。实践证明，
对粮食企业政策性亏损实行定额补贴，是改善

粮食企业财务管理的一个好办法。
一、为什么要实行政策性亏损定额补贴办

法。1982年以前，我省粮食企业财务管理上突

出存在以下几个问题：一是粮食企业亏损增加

较多，财政无法控制。如1981年粮食经营量比

1980年下降 9 %，而亏损额却增长28%，影响

了财政收支的平衡。二是粮食亏损补贴指标是

定“死”的，而粮食经营任务也是“硬”的，

这就妨碍了粮食企业扩大经营。三是粮食企业

责权利脱节。粮食部门内部实行盈亏统算，粮

食工业和粮食议价部分 盈利 再多也得 不到好

处；粮食的调运权在上级，而调运的费用却要

基层企业负担，这些都挫伤了企业和职工的积

极性。四是核定亏损指标工作量很大，既要分

行业算帐，又要分地区算帐，上下左右，扯皮

不休，而年终超亏，财政还得认帐。
为了改善粮食企业的财务管理，较好解决

上述问题，我们同省粮食局反复研究，商定对

粮食企业的政策性亏损实行定额补贴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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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粮食企业政策性亏损实行定额补贴

的原则、范围和做法。为了做好对粮食企业政

策性亏损实行定额补贴工作，我们确定了定额

补贴的原则、范围和具体做法。
（一）定额补贴的原则。对政策性亏损实

行定额补贴，必须在正确贯彻国家粮油方针政

策的前提下，有利于促进经济体制的改革，有

利于促进企业改善经营管理，有利于控制和减

少财政补贴，打破吃大锅饭的局面，把企业和

职工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同时定额补贴标

准要定得合理，补贴方法也要简便易行。
（二）定额补贴的范围。主要包括四个方

面，即：粮食和食用油脂统购统销价格倒挂的

价差；平价经营中发生的商品流通费；为国家

储备粮油和代队储备粮食所开支的费用；供应

军用粮油开支的合理费用。凡是没有纳入国家

统一计划的粮油，议价经营的粮油，非食用油

脂，超计划销售的粮油、饲料、饲草等发生的

费用和违反购销政策，计划外调拨，自行调剂

品种以及其他经营管理不 善造成的经 营性亏

损，都不得计入定额补贴的范围之内。

（三）定额补贴的具体做法。
第一，根据我省的实际情况，我们对省粮

食局的销售和库存两个环节，实行定额补贴、

超亏不补、结余分成的办法。
第二，省粮食局根据省财政核定的定额补

贴指标，分成三部分，对地、市粮食局进行补

贴：第一部分是运费专项补贴，在粮食系统内

部实行定额分级包干管理。凡省间和省内地、

市间调拨的运费由省粮食局负责；地、市内各

县间调拨的运费由地、市粮食局负责；县（市）

内运费和装卸搬运费由县（市）粮食局负责。
这样，把粮油调度权和经济责任结合起来，使

企业的经营成果不因运费开支的 变动受 到影

响。第二部分是平价粮油经营的费用补贴，省

粮食局对地、市确定了三项补贴：一是定额储

存补贴；二是超定额储存补贴；三是销售补

贴。根据各个地、市粮油经营的条件、重点和

经营管理水平，省粮食局又将11个地、市划分

为五个类型，补贴标准有所不同。第三部分是

留出一小部分补贴作为机动，用于全省必要的

调剂和特殊情况下的专项开支。
第三，地市粮食局根据各县市和直属单位

的经营特点和粮油生产、运输的条件，又分成

若干类，分别进行补贴。
第四，县粮食局根据不同情况，对基层企

业有的搞盈亏包干，增盈减亏分成；有的将补

贴定额分解，下放到基层企业。例如，神池县

将补贴款先作单项分配，把县粮食局统一开支

的修理费、县内运费、营业外支出（县局离退

休人员开支）等留下后，其余用于基层企业实

行定额补贴。
三、抓好配套措施。针对粮食企业存在的

问题和具体情况，在实行政策性亏损定额补贴

的同时，我们又采取了以下几项配套措施：
（一）配合主管部门，帮助企业建立、健

全经济责任制。从1984 年起，省 粮食局对各

地、市粮食局实行了 以“三 项承 包，五 条保

证，三项奖励，五权下放”（注）为内容的经

营承包责任制，把全省粮食企业全年扭亏增盈

的任务，层层分解落实到企业，在粮食企业内

部也建立了各种形式的经营责任制，把财务指

标落实到班组和个人，每月评比，以分计奖。
这样，许多地、县粮食部门积极动脑筋，想办

法，“以工补商，以议补平，以熟补生”，取

得了较好的效果。1985年全省粮食企业有纯盈

利（不包括定额补贴）的县，已由1982年的10

个，增加到66个。
（二）积极扶持 粮食 企业，增强经营能

力。从1982年实行政策性亏损定额补贴以来，
省财政先后拨给粮食企业建设资金7，055万元，
使全省粮食仓容增加了2.77亿斤，修建硬化地

坪 4 万平方米，购置装卸运输设备63台（套），
还新建了一些铁路专用线，大大增强了粮食企

业的经营能力，为扭亏增盈创造了条件。
（三）保持补贴定额的稳定性，妥善解决

执行中遇到的新问题。对于某些特殊性、临时

性的问题，由于对企业盈亏影响较大，我们采

取单独算帐的办法解决，不调整补贴标准。例

如1983年运城市、沁水县 等地发生了洪水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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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粮库被淹，企业损失较大。对此，我们专

项拨款100万元弥补企业损失，同时，对这些

地方的粮食企业实行定额补贴的办法不变。再

如1984年国庆节，省政府决定对非农业人口每

人增加供应半斤平价菜籽油，我们采取了一次

性单独补贴的办法，不增加企业亏损。还对修

理费实行定额管理，企业结余部分上交，由省

集中掌握，确需超支的，经省审核后适当追加

修理费指标，等等。
（四）实行盈亏两条线的管理办法。在对

政策性亏损实行定额补贴办法的同时，我们对

粮食系统内的盈利企业实行了利改税或利润分

成办法。粮油工业实行利改税；运输企业实行

基数内交八留二，超基数交六留四的办法；食

品利润全额分成，交三留七；议价经营实行利

税统算，全额分成，交六五留三五。这对调动

粮食企业中盈利行业的积极性，是有作用的。
四、四年来取得的经济效果。
（一）粮食经营亏损得到了控制，相对减

少财政补贴。实行定额补贴后的四年（1982—

1985年）平均每年粮油经 营量比 前三年增加

22.4 %，而财政补贴平均每年比前三年只增加

7.7%；经营万斤粮油财政 补贴 为30.7元，还

减少了13.8%。
（二）增加了粮食企业的盈利，调动了广

大职工的积极性。实行盈亏两条线和亏损定额

补贴办法后，1985年与1982年相比：粮油工业

利润由1，290万元增加到2，280万元；议价粮油

利润由1，869万元增加到3，785万元（不包括已

交纳的营业税）；运输企业利润由168万元增加

到453万元；附 营食品利 润由159万元增加到

3，054万元。同时，粮食企业 留利年 年增加，

增强了自我发展的能力。1982年全省粮食部门

留利1，063万元，1985年达到了5，521万元。粮

食企业上交财政的利税也有较大增加。1985年

全省粮食部门上交税 利5，900万 元，比1982年

增长了144.2%。
（三）促进了粮食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

几个主要经济指标都好于全国平均水平。我省

经济指标在全国排列的名次，万斤粮油经营费

用1983年为第九，1984年上升到第五位，1985

年跃居第一位；商品资金占全部流动资金的比

重，1983年 为12位，1984年上升 到第二位，

1985年仍保持第二位；结算资金占全部流动资

金的比重，1983年 是13 位，1985 年 跃居第一

位。
注：三项承包：（1）承包各项盈利指标；（ 2）承

包平价亏损定额补贴： （ 3）承包实现盈利县粮食局 ×个。

五条保证： （1）保证执 行政 策， 完成 任务； （2）保证

文明经商，不损害群众利益；（3）保证费用成本的开支适

应业务工作的正常需要； （ 4）保证安全生产. 不发生重大

伤亡和财产损失事故； （5）保证企 业 整 顿 合 格 率 达 到

80%。三项奖惩：（1）对地、市粮食局的奖惩；（2）对盈

利的县粮食局的奖励办法；（ 3）对 粮 油 工 业、 运输、议

价、食品企业的奖惩办法。 五权下放：（1）下放非统购品

种的自主经营权；（2）下放专用资金的安排权； （3）下

放费用开支权； （ 4）下放财产审批权； （ 5）下放超额利

润的使用权。

简讯 全国财政专科、 中专

教材规 划会议在山 西忻州 召开

为了贯彻落实全国财政系 统 教 育 工作会议的精

神，总结教材建设 工作的经验，加快教 材建设 的步

伐，财政部教育司于 7月 1 日至 6 日 在山西忻州市召

开了全国财政专科、中专教材规划会议。参加会议的

有承担普通专科、中专和成人专科、中专统编教材任

务的有关院校负责人，部分省厅教育处处长及部分教

师，还有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中国财经出版社和东北

财经大学出版社的同志，近150人。

会议期间，代表们总结了1979年以来财政系统统

编教材工作的经验，讨论了今后教材建设工作的指导

思想，修订了《 全国财政专科、中专统编教材编写规

划》（草案）。这个规划，共确定了普通专科、普通

中专、成人专科、成人中 专 的 财政、税收、财务会

计、农业财务、基建财务五个专业的主干专业课76门。

其中：全日制普通专科、中专教材46门，成人专科、

中专教材30门。会议对教材的编写从分工、组织方式

到完稿时间都做了具体安排。同时，要求各有关部门

加强领导，密切配合，严格把好质量关，争取教材尽

早同读者见面。  （财政部教育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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