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率。设备购置费由无偿拨给改为有偿借给后，医院要

分期归还借款，因此增加了医院的经济责任感，避免

了盲目购进设备，并促使医院加强对设备的保养使用

管理，提高了设备利用率。

三、有利于提高医疗质量，减轻患者痛苦，增加

经济收入。利用“周转金”购置的先进大型设备应用

于临床，不仅工作效率提高，诊断准确，而且大大提

高了临床诊断和治疗质量，减轻了患者痛苦和经济负

担。由于设备利用率高，也相应增加了医院的经济收

入，促进了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如市妇婴医院从日

本进口的“B超”显像仪，一年 来共做检查一万多人

次，收入9.9万多元。市中心医院从美国进口的动态

心电图机，一年来共做检查 840多人次，收入 6万多

元。其它投入临床使用的设备也都取得了相应的经济

收入。

扭亏增盈

提 高 经 济 效 益  实 现 扭 亏 增 盈

财政部商贸司综合处

沈阳市第一粮 库曾 是粮 食企 业中的一个亏损大

户。1984年，这个粮 库狠抓扭亏增盈，取得了显著效

果：商业亏损比上年减少9.97% ，减亏98万元；万斤粮

油经营费用24.82元，比 上年降 低 3 %；工业利润完

成634万元，比上 年增加312万元；工商盈 亏相抵净亏

250万元，比上年减少450万元，减 亏64.3% ，创本企

业经济效益历史最好水平。

一、加强领导，坚定扭亏信心

1984年年初上级下达给粮库的计划指标为工商盈

亏相抵净亏损516万元，比上年下降26.34% ，其中工

业利润460万元，比上年增长168 %。面对这一艰巨任

务，为了变压力为动力，党委多次召开 干部和职工会

议，学习贯彻中央经济工作座谈会关于基本消灭经营

性亏损，政策 性 亏 损 减少20%的要求，引导职工认

清粮库不仅要确保储粮安全，满足军需民用，而且应

当大力增收节支，提高经济效益，把各项费用和粮油

损失降到最低限度。要尽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扭转

过去那种靠政策性亏损吃“补贴饭”，靠行业特殊吃

“照顾饭”，靠统收统支吃“大锅饭”的局面。库和

基层单位两级班子、各职能科室都把扭亏增盈工作纳

入重要议事日程。库成立了扭亏增盈领导小组，由库

主任任组长，坚持做到有计划、有布置、有检查、有

总结。政工部门也把扭亏增盈作为自己份内的事，配

合业务部门做好宣传鼓动工作。他们还把原来的库整

顿办公室改为企管办公室，配备得力的干部，加强组

织领导，定期检查各项经济指标完成情况，及时解决

经营管理中出现的问题。

二、落实承包，严格经济责任制

过去，这个粮库每年年初 把所 属基 层单位召集

来，将市局下达的经济指标分配下去就算了事。由于

测算不细，挖潜不足，措施不力，致使一些指标常常

落空。1984年，他们在落实计划指标时，狠抓了一个

“细”字，将指标逐项分解 落实，库向市局、基层单

位向库别分立了经济责任状，逐级实行承包.
大米车间为了落实完 成190万元的利润指标，根

据水稻质量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需要，运用价值工

程原理，在精加工、细加工上做文章，经上级同意，

增加了标一大米和特制大米的加工、减少了标二大米

的加工，全年增加利润70万元。同时，标一、标二大米

的出米率也分别提高0。1%、1.02% ，吨米成本分别比

计划降低14%、5.3%。而且，这个 车间通 过改进工

艺，日产量提高了 7 % ，全年增产近万吨，又增加利

润36万元，产品出厂的合格率也达到了100%。到去年

8 月末，这个 车间就完成 了利润198万元，提前 4 个

月实现了全年利润指标。到年末完成利润318.8万元，

超计划67.8%。面粉车间利 用设备大 修期间进行技术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改造，投 资 16万元，更换了 6台磨，使年产量增加

38% ，完成利润321万元，超计划23，5%。

为完成1984年的扭 亏增 盈指标，粮库制定了以

“责”为核心的经济责任制。考核内容包括经济指标、

工作职责、岗位纪律等项。每项都规定了具体考核标

准。上至领导干部，下到各类人员，凡直接承担经济

责任的，重点考核是否完 成了经济指标；凡间接承担

经济责任的，重点考核是否尽到了工作职责。为了加

强定额管理，他们还制定了二十三项较大的生产经营

定额，对凡能计算考核的经济指标，也都按平均先进

的原则制定了小定额，并层层配备了考核员。全库基

本形成了责、权、利相结合的经济责任制体系，有效

地调动了职工扭亏增盈的积极性。1984年，库工业平

均人数为 919 人，比 上 年 减少 139人，加工总产量

25，540万斤，比上年增加17，6% ，人均利润额为6，890

元，比上年增加4，220元。商业平均人数为1，275人，

与上年相同，总经营量比上 年增加12，4% ，人均经营

量为114万斤，比上年增 加12万斤，由于用工减少，

节省工资 6万元。

三、大胆改革，推进管理和技术进步

1984年，这个粮库从本企 业的实际出发，在领导

体制、管理机构、干部制度、工资和奖金分配形式等

四个方面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实行了库主任负责制，

制定了《党委工作条例》、《 库主 任职责条例》 、

《职工代表大会工作条例》 ，成立了以总会计师为首

的财务管理系统，以总调度室为中心的生产 指挥系

统，以培训基地为中心的人才开发系统。全库划分为

工业、商业、集体、生活、贸易、基建等 6 个部分，

各为经济实体，各负其责。使用干部实行招聘制，在

职干部实行任期制，试行了浮动工资制。通过改革，

促进改善了经营管理，加强了经济核算，提高了办事

效率，为扭亏增盈创造了有利条件。如划小核算单位

以后，仓储经营处和检验部门积极配合，严格把关，

全年共查出调入粮食差、水差等 和超 耗粮油共6，100

多万斤，找回22万元差价款。
粮库还积极采用现代 化管理办法，实行目标管

理，试行全面质量管理和“A BC” 物资管理，推广

应用了微型电子计算机技术。全库有1，800多人学习全

面质量管理基础知识，质量观念进一步加强，产品、

工作和服务质量明显提高。运输员刘继友通过学习新

技术，提高了豆油槽车检尺工作质量，找回豆油差量

10万斤，价值10多万元。面粉 车间成立22个 “QC”

小组，取得六项攻关成果，创利润9，600多元。

四、挖潜堵漏，增加经济收入

粮食企业的政策性 亏损，往 往掩 盖着 经营性亏

损。沈阳市第一粮库注意抓粮食管理上的薄弱环节，

堵塞漏洞，挖掘企业扭 亏增盈的潜力。

（一）增加仓容利用率，减少资材占用。这个粮

库以露天储粮为主，每年都要做近千个粮囤，使用大

量席、茓、苫。为了降低费用，他 们充分利用库房、

筒仓和栈棚装粮，扩大了仓容。仓容利 用率也由86% 提

高到91%。在经营量增加一亿多斤的情况下，百吨露天

囤比上年减少70个，少用席子3，300领、茓子2，300片，

节省资材费用7，700元，万斤粮保管费下降了3，44元。

（二）减少粮食搬、倒 作业环节。坚持合理组织

调运，合理摆布囤垛，仅粮食站台直拨、一次成型、

一次入库三项，就达 2 亿多斤，节省搬运 作业费 3万

多元。

（三）提高 “四无”粮食质量。粮库抓了综合治

理，加强粮油检测和虫霉防治工作，全年没有发生坏粮

事故，虫粮率低于规定标准，捕杀老鼠14，000多只，

减少了粮食损失。

（四）节约能源消耗。在粮食加工方面，他们制

定了15种产品24项能源消耗定额，并严格进行考核。逐

步完善了水电计量装置，用水一、二级计量率达到国

家标准，用电计量率达到90%以上，全年节电30万度。

（五）扩大经营，增加财源。粮库同北京食品公

司联营成立了食品加工厂，还成立了以推销议价粮油

为主的贸易公司。他们还和大连市第一粮库协商搞联

合贸易，派人到深圳同港商洽谈出口玉米，获利润 5

万多元。

小掌故

曾巩议 “节用”

傅光明

宋人曾巩，散 文写 得很好，他的许多脍灸人口 的

文章至今为人们所传诵。曾巩 还颇 懂得理财的道理 ，

他在《 经 费议》 一文 中提 出的理财思 想，就 很 有见

地。他 从量入为出这一思想出发，议 “节用”对国计

的重要，提出 了著名的 “节财用”观点。他说：“用

之有节，则天下 虽贫，其富 易致也”，“用之无节，

则天下虽 富，其贫易致也”，宋神 宗赵顼对他的理财

节用论十分赞赏：“巩以 节用为理财之要，世之言理

财者，未有及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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