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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谈粮食部门的财务管理和审计监督

曹玉庭江苏省射阳县审计局

1985年下半年，审计机关对一些粮食部门的财务

收支进行了审计，发现粮食部门有些单位在搞活经济

的名义下钻改革空子，牟私利，挖国家，肥个人，其

手段五花八门，主要表现为：（1）向国家索取超购

粮油加价款，多领粮食价差财政补贴；（2）搞帐外

帐，私设“小金库”和私分公款；（ 3）违犯国家关

于棉油平转议实行综合收购价的规定，擅自将棉油由

平价转为议价，获得平转议差价款；（4）虚购虚销，

多报经营量，多领费用补贴；（5）扩大附营利润为

小团体争好处等等，严重损害了国家利益，增加了财

政负担。为了严肃财经纪律，提高经济效益，保证经

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我认为，有必要对粮食企业

加强财务管理和审计监督。

一、进一步提高粮食企业和职工的政治、业务素

质。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和粮食购销政策的

改革，综合性经济管理部门要协助粮食部门加强对粮

食企业和职工的法纪教育、政策教育，引导企业正确

处理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端正经营方向。同时，要

根据改革粮食部门许多传统的习惯做法和经营方式的

需要，干部、职工业务知识 更 新 的需要，加强对干

部、职工的业务培训，使他们能够适应改革的需要，

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二、改进议购议销和附营业务的财务管理。为了

搞活经济，服务市场，疏通粮食流通渠道，促进生产

发展，粮食部门开展议购议销活动和附营业务，是必

要的。但是要明确经营的范围和对象，要加强粮油议

价和附营业务的管理工作，切实改进这两方面财务管

理和会计核算工作。对附营应实 行独立的经济核算。

目前，一些粮食部门的附营业务在核算方面不健全，

如占用国家的房屋、设备、流动资金不付费用，不计

成本，影响了国家的财政收 入。因此，要对附营业务

实行独立的经济核算，正确核算各项支出。占用国家

的房屋应付折旧，占用国家的流动资金应付利息，参

加附营工作的职工工资及福利费应在附营业务费中开

支，应由附营开支的一切费用都不得挤占国家。

三、加强财会工作，提高会计人员素质。从我们

审计发现的问题看，粮食系统存在的违法乱纪问题与

财务部门力量薄弱，队伍素质差，监督跟不上有一定

关系。因此，要注意提高粮食系统会计队伍素质，加

强队伍的自身建设，切实做好财务会计工作。

首先，整顿现有的财会队伍。目前粮食系统基层

独立核算的单位多，工作面广量大，现有会计人员，

有相当一部分不熟悉会计业务，有些单位的财务处理

和会计核算搞得很乱，个别 单位 甚 至成了“无帐会

计”，致使企业财产和资金管理上存在着严重问题。
因此，应对现有财会人员进行一次认真的考核，对那

些确实不懂业务，工作水平低，不能胜任会计工作的

人员要进行调整，以保证财会队伍人员的质量，把工

作做好。

其次，要组织在职会计人员学业务，提高业务水

平。企业的财务部门和主管财务机构应定期地组织所

属财会人员学习财务制度，学习会计核算基础知识以

及有关会计业务处理实例，并注意适当地抽调人员进

行财会进修。财政、审计和粮食企业主管部门可以联

合举办会计培训班，集中一段时间进行培训，不断提

高财会人员的业务和管理水平。

再次，要经常开展财务互查活动。实践证明，做

好财务互查工作，对暴露问题，总结经验，改进工作

是行之有效的好方法。因此，县一级粮食部门的财务

机构应当加强对所属基层企业的财务工作的检查和指

导，定期集中人员组织互查，通 过对会 计凭 证、帐

册、报表等资料的互相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

四、建立内部审计，加强管理监督。内部审计是

管理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 成部 分.建立内部审计制

度，对搞活经济，加强企业的经济管理和监督有着积

极的作用。根据粮食系统基层企业单位多，工作面广

的特点，我认为应建立两级内审。一是职工人数在3 0

人左右的独立核算的基层企业，配备专职审计员进行

审计。二是县粮食局本身建立部门审计机构，对粮食

基层企业进行审计监督。要选配那些能认真贯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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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方针、政策、 法令和制度，秉公办事，坚持原

则，敢于 斗争，实事求是，精通业务的人员担任专职

审计员。他们要经常深入基层单位了解情况，审查经

济活动，对一些不符合 财务制度的开支和经济效益差

的项目以及对违反财经法纪的问题，及时向单位领导

和国家审计等机关反映，并提出处理意见。使问题及

早发现，及早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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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审计署的部署，1985

年 河南省审计局、财政厅、水利厅

三家组成了省水利资金审查领导小

组，对全省131个县市和市辖区（占

全省的90%）的水利资金进行了审

查，共审查出 违纪金额4，946万元，

从中挖掘出可 利 用 资 金 3，545万

元。该省按照有关规定，将可利用资

金重新安排用于水利工程 1，130万

元；上交 财政支农周转金专户730万

元；为 131 个县 市水利部门核定周

转金 1，545 万元；核定水利 部门综

合经营周转 金 138万元，解决了多

年来悬而未决的问题，为改进水利

资金的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河南省通过这次 审 查 水 利资

金，摸清了县以下水利 单 位 的 家

底，找出了资金管理的薄弱环节 ，弄

清了县和县 以下的水利单位在资金

管理上 存在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

主要是： 1 、在支 出方面未能严格

执行会计核算 制 度。一 些 水 利部

门，由于经费采取 “以拨代支” 、

“以领代报” 和材料方面 “以购代

销”的错误做法，致使县、 乡两级

财政和水利主管部门在资金管理上

失去控制，造成账 外资金高达932

万元。2 、 弄虚作假、 借支、挪用水

利资金的现象比较突出。 3 、 长期

占压水利资金问题比较严重，据17

个地市统计，长期占压资金额高达

1，292万元以 上，有些资金占压时间

已超过十年 以上，对充分发挥资金

使 用效益极为不利。 4 、 有些基层

水利单位法制观念淡薄， 在水利资

金的使用上屡次违犯 财经纪律。 5 、缺乏内部控制，财

务管理比较混乱。一些县和县以下水利单位的领导同

志，只注重要资金，上 项目，抓工程，而忽略了财务管理

和经济核算，有的领导对本单位有多少固定资产和周

转金也心中无数，加上检查 评比和工程验收没有把财

务管理列入检查考 核内容，致使一些水利单位在生产

建设方面虽属先进，但在财务管理上却存在很多问题。

针对存在的问题，省水利 资 金 审查领 导小组在

1985年全省水利资金 行业审计工作总结报告中，提出

了五条改进意见。 1 、要求各级水利 部门认真贯彻执

行国务院（85）40号 “关于改革水利工程管理体制和

开展综合经营问题”的通知精神，明 确树立水利资金

使用必须讲究经济效益的指导思想，加强管理，提高

投资效果，充分利用自己的水土资源 及设备、 劳力 、

人才的优势，积极开展综合经营，增加 收入， 更好地

为工农业生产服务和为城乡人民 生活服务。 2 、 为了

纠正县和县以下水利部门财务管理混乱的局面，除宣

传、 教育广大财会人员和有关领导遵守《 会计法》 和

《 会计人员工作规则》 外，各级财政、水利主管部门

应针对出现的问题研究制定一些 具体管理办法，制定

一套乡一级水利事业财务管理与会计核算制度，以便

基层单位有法可依， 监督 有据。 3 、 严格控制人员经

费挤占专项资金。水利局本身的行政 编制 人头费， 应

由行政经费开支；各地市、 县 水 利部门所属行政事业

和实行企业管理的全额预算、 差额预算 与自收自支单

位，应分别设帐核算；事业单位 经费也要按规定由当

地财政核定指标，采取预算包干，严格控制，不得突

破。 4 、水利部门为了利用水 土资源开展综合经营需

要给予支持的资金，应按当前财政体制 通 过正常渠道

分别报请当地财政和有关专业银行解决。今后凡是以

开展多种经营名义挤占上级追加或本级安排的水利建

设资金的， 一经发现，一律予以 没收。 5 、充实与培

训财会人员，建立内部审计制度。通过这次 全省性水

利资金审计发现，县和县以下水利部门 在资金管理和

使用上出现的许多问题，除县和 县以下水利部门财务

管理基础薄弱、 规章制度不健全以及基 层领导人员法

制观念淡薄以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这些单位的

财会人员绝大多数是没有经过专业培训的临时人员，

财会基础知识很差。为了适应水利事业的发展，省、

地（市）两级水利主管部门，应 抽调专人组织培训财

会人员。今后凡是没有经过专业培训的或临时人员，

一律不得担任财务、会计工作。另外还 提出，各级水利

主管部门要建立内部审计机构，配备专职审计人员，

以加强内部控制，为部门领导进行宏观决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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