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务管理

整顿出成果  

改革出 效益

于 占 民

河北省丰宁县农机修造厂以改革的精神，搞好企

业整顿，使这个濒临倒闭的重点亏损企业1984年扭亏

为盈，实现利润 8 万元，一举甩掉了连续四年的亏损

帽子，上交税利7.8万元，比1983年增长2.5倍，实现

生产、销售、利税同步增长，并有六项主要经济指标

超过了本企业历史最好水平。

调整领导班子  选准生产方向

丰宁县农机修造厂是五十年代建成的年大修拖拉

机一百台的县办小型国营企业，多年来一直从事农机

产品制造、拖拉机修理以及承担社会维修业务等。随

着国民经济的调整，农机产品市场形势发生了变化，

为寻求新的生产门路，农机厂先后转产了制钉、自行

车五件碗、出口地板条、工艺腊果、木窗帘等十三种

产品，都因工艺不过关，销路不畅等原因，未能定型

生产。从1980年到1983年累计亏损37.5万元，企业生

产无资金、工资无保障，190多名职工靠借 基 本生活

费维持生活，一些工人纷纷要求退厂。
1983年下半年，在改革的洪流冲击下，县政府下

决心对该厂 进 行全面整顿。首先调整充实了领导班

子，由懂经营会管理，有技术的一名工程师和一名助

理工程师分别担任正副厂长，并选拔了五名大专毕业

生担任科室和车间的领导，一名会计师负责全厂的经

济核算工作。新班子上任后，总结了经验教训认真查

找企业亏损和转产失败的原因。接着，厂领导亲自带

队走出去，摸行情，搞调查，抓信息，最后确定以北

京煤气公司和清华大学研制的最新产品——煤气调压

器为本厂的生产项目。此产品主要用于城市煤气输配

系统，是同类产品中最先进的，在销售市场上占有优

势。从生产的工艺要求看，本企业的设备、技术条件

都可以承担。他们组织工程技术人员在较短的时间内

拿出了样品，经过设计单位和有关专家鉴定、试用，

产品质量性能符合设计要求，北京煤气公司确定该厂

为定点生产企业。1984年 生产的201台，被全国十一

个大城市包销一空，实现产值99.7万元，比1983年增

长 33 %。

打破大锅饭  落实责任制

过去，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工人吃企业的

“大锅饭”。人越吃越懒，心越呆越散，企业越来越

穷。新班子上任后，认识到这种捧“铁饭碗”过日子

的老办法非改革不可。他们先从厂部各科室开始，实

行岗位责任制，以分计奖，有奖有惩；对生产车间按

照不同工种的特点实行不同的工资形式。
一是对生产任务饱满或收入能单独计算到人的车

间、班组，实行超定额工资办法：在保证质量的前提

下，按本人当月应完成的定额发基本工资，超额数量

按定额计算工日，按全厂平均工资计发超定额工资。
对达不到应完成定额数的，扣减本人的基本工资。

二是浮动工资制。对产品不定型或生产任务不饱

满的车间、班组，企业保证其50% 工资的生产任务，

其余部分厂方给车间核定纯工时收入指标，视其完成

程度按比例增减，不足部分，车间自行找活，超额完

成收入指标的部分，80% 发给工人，20 %上交厂里。
三是专项承包。对单项工程，如加工大件、突击

性任务，实行包工、包料、包任务、包利润，亏者自

负，节约物料或超额利润归己。
实行上述经济责任制后，企业发 生了深刻的变

化。①保证了企业 的扭 亏 和利润计划指标的按期实

现。②在工资奖金的分配上体现了按劳付酬的原则。
③调动了工人的生产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过去

是领导派活干，现在是工人要 活 干 、 主动外出揽活

干。钳工车间 过 去常年坐门等客，实行经济责任制

后，一次就承 揽了3.5万元的加工生产任务。④促进

了增产节约，提高了经济效益。钳工车间在承担凤山

镇电影院房梁加工任务后，不仅加班加点，夜以继日

地突击，而且合理用料，节 约开支，计划20天完工

的，结果只 用了12天，原材料也比计划节约10% ，获

超 额利润500元。

以质量求生存  以 服务求用户

丰宁县农机修造厂重视产品质量 ，珍惜企业信

誉。经过整顿后，全厂职工都把产品的质量视为企业

生死存亡的命根子。企业内部自上而下建立了质量检

查网络，并按工种、工序制定了严格的质量检查标准

和质量检查档案。质量检查组每周召开一次分析会，

日常检查把好自检、互检、专检和总检四道关；做到

四不放过：即出现质量事故 做到责任分不清的不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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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原因找不到的不放过、改进措施不 落 实的 不放

过、当事人受不到教育的不放过。去年 7月中旬，准

备发往北京的40台调压器，装车后发现部分不合格，

就全部卸下来，逐个进行加固，绝不 让不合格产品混

出厂。他们还把产品的质量好坏同职工的经济利益挂

钩，有一次机加工车间工人因工作马虎，造 成废品，

当即被罚款10元。由于严格执行质量管理，这个厂的

产品出厂合格率达到百分之百。

他们在保证产品质量的同时，还积极开展为用户

服务的活动。1983年 7月上旬，这个厂 在承德市与北

京煤气公司联合召开了全国煤气调压器定货会，会上

主动征求用户意见，并介绍产品性能、构造和使用效

果，受到与会同志的好评。

加强会 计核算  严格财务监督

随着经济责任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这个厂越来

越重视发挥会计核算和财务监督的职能作用。
（1）实行会计事前核算控制办法。凡接收一项，

生产任务或招揽一批加工活计，首先由工程技术人员

按照产品性能和工艺要求，设计出几 种 生产施工方

案，会计师按设计方案预测成本、效益，然后，根据

预测结果，择优采用。

（2）实行流动资金计划供应，分口定额管理，

非生产费用由厂长控制的办法。改变了以往有钱开支

大敞口，没钱坐等不发愁的现象。全厂 有关经济支出

的重大决策由职代 会讨论决议，厂长一支笔把关，减

少了物料和费用上的跑、冒、滴、 漏。1984年，流动

资金周转日数比历 史 最 好 水平加快17.8% ，销售比

1983 年 提高17.8% ，管理费下降 7.2%。

（ 3）充实财会队伍，提高工作效率。1984年他

们充实了厂部会计核算机构，各车间、班组、 科室设

立核算员，会计队伍的业务水平也不断提高。生产经

营成果核算准确、及时，奖惩及时兑现，财政税收及

时定额交库。这个厂1984年在全县工业企业报表评比

中获得总分第一名。

说古道今

我国古代乡财政起源小考

蒋大鸣

我国古代乡一级 财政萌芽于何时，从史料来看，

可以说始自距今二千六百多年的战国时期。

据《 管子·小 匡》 记 载，春秋时期的齐国已经有

了 乡一级的行政设置，但 是 否设有专门管理 乡一级财

政的官吏，至今还 没 有 可 靠的 史料能够证明。《 周

礼 》 一书也有“五 州为乡”的记载，但《 周礼 》 一书，

史家多认 为是后人托名周公所作，不足为信 ， 所以 不

能断言乡一级 设置始 自 西 周。

现 有 史料证明，战国时期的秦国在中央政权的

下面 设有郡、县两级 政权，郡、县均有分掌财政的官

吏，设有郡、县两级 财政。县下设 乡，而且乡一级政权

中已有专门分掌财政收入的官吏，这可以 看作我国古

代乡财政的萌芽。在《 睡虎地 秦墓竹筒·封诊式》 中

有“乡某爰书”和“丞某告某乡主”的记载。“乡某”就

是指 “某乡主”，“乡主”就是一乡的负责人，相 当 于

后来的“乡长”。这说明当时的秦国已经有了 乡一级
的行政设置。

另据 《 汉 书·百官公卿表》 记述 秦的 地 方官制

“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 乡，乡有 三 老 、
有秩、啬夫、游微。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赋

税。游微微循禁贼盗。”可 见当 时秦的乡一级 建制已

比较齐全，设有分掌不同职责的 官吏：有掌一乡政教

风化的 “三老”，有掌一 乡狱 讼和征收赋税的 “啬

夫”，有 掌 捕盗的“游 微”。秦时在乡一级设有乡

“啬夫”一职，专门掌管赋税的征 收，这虽然还不能

称得上是完全的一级财政，但 至少可以明确三点：

一，秦时乡一级 已经有了专门负责收 取赋税的官吏；

第二，已经开始 在 乡一级 行政级次 上组织财政收入；

第三，基本上有一级 政权就有一级 财 政，虽然 当时的

乡一级 财政还很不 完善，处于萌芽状态。
所以 ，大致说来我国古代乡财政 始 自战国时期。

最早起 源 于秦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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