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月，亏损 6 万多元。经请示县政府，财政部门

前后共拨款12.1万元，解 决 了 修 复水渠的资

金，8月份该厂恢复生产，到11月底就已盈利

2万多元。
（三）协助企业搞好财务管理，发挥资金

使用效果。针对一部分企业财务管理薄弱，盲

目开支时有发生的情况，在 主 管 部门的配合

下，阳高县财政局结合企业整顿，促进企业加

强经营管理。他们帮助企业建立起内部经济责

任制，帮助企业财务人员管好用好资金，帮助

企业降低成本，帮助企业取得经济信息，帮助

企业疏通渠道。1984年，县财政局对20户国营

企业的25名财会人员进行了10天的业务培训，

帮助处理了17万元的残次商品，归还到期贷款

43万元。
此外，从去年 4 月份开始，在县纪委、审计

局、税务局等部门的协助下，还检查了71个单

位，查出违纪金额24 .6万元，已收回11 .1万元。

坚持改革  促产增收
支持和协助铁路系统

  管好用好更改资金

李 杰  姜国云  张钊峰

近几年来，国家采取了一些措施，使铁路

系统的更新改造投资逐年增加，1983年更新改

造投资额比1980年增长了1.6倍，相当于该年国

家安排铁道部基本建设投资的63.7%。由于铁

路系统的更新改造投资有不少是和基本建设投

资捆起来花的，为了进一步加强管理，提高资

金使用效果，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总行和铁道部

联合制定和颁发了《铁路更新改造资金管理试

行办法》，并在实际工作中，实事求是地解决

了一些问题，从而发挥了投资效益，收到了较

好的效果。据不完全统计，1983年压缩不正常

的在建工程款10，1 46万元，核减工程预算、 节

约更改 资 金6，582 万元，调剂投资余缺355万

元。同时，还发放了临时周转贷款，大大加快

了铁路技术改造的步伐。
一、参与计划安排，控制投资规模，调剂平

衡资金。各地建设银行管理铁路更新改造资金

后，积极参与制定更新改造规划和年度计划的

工作，凡年度实际投资超过计划的，要按照审

批程序报批，以有效地控制投资规模。在计划

执行中，根据保证重点兼顾一般的原则，积极

调剂资金余缺。据不完

全统计，1983年，各地

建设银行解决的投资缺

口和调剂的 资 金 就 有

989.9万元。如广州铁路

专业支行，1983年 8 月

在协助广州铁路局检查

广州铁路分局更改计划

的执行情况时，发现该

分局超计划指标安排500多万元，便建议铁路局

组织力量全面落实更新改造计划。在他们的协

助下，广州铁路局内部调剂解决更新改造资金

210万元，又报请铁道部追加了290万元，弥补

了投资缺口。又如，柳州铁路专业支行了解到

柳州铁路局黔桂线的南丹至六卡电力线技术改

造项目未列入1983年计划，但这个项目改造完

成后，运输能力可提高24%。于是，就积极支

持该路局在局掌握的资金指标内安排45万元投

资，被铁道部作为部管项目纳入了计划，并在

1983年底基本完成。再如，吉林市中心支行昌

邑办事处，1983年协助吉林铁路局，削减和缓

建了19项不具备开工条件的工程，把 296.5 万

元投资调给26个有投资缺口的项目使用，取得

了好的投资效果。
二、认真审查概（预） 算，核 实工程造

价，节约使用投资。建设银行承办更新改造资

金业务后，配合铁路部门加强了概（预）算的

审定工作，剔除了一些不合理开支，节约了不

少投资。1983年，据原15个铁路局的经办行统

计，共审查更新改造工程预 算投 资77，1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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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核减6，582万元，占原预算的8.5%。如沈

阳南站新建 3，650 平方米的售票大楼工程，承

建单位听说工程已交建设银行监督管理，主动

将原编造的90万元的土建工程预算降为78 .2万

元，后经沈阳铁路专业支行与路局会审，又削

减了5 .5万元。又如，对乌鲁木齐火车南站站房

工程的概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铁路专业支行

与建设和施工单位一起会审，六次向区建委、

建设和施工单位个别交换意见，核减 不合理开

支11 4万元，占原预算的1 9% ，其中，采纳建设

银行意见核减110万元，占核减额的96.5%。不

少铁路局的同志都说，由于建设银行参加了会

审，工作效率提高，扯皮现象减少，制止 了不

合理支出，工作好做多了。
三、加强计划、财务管理，实事求是地帮

助有关单位解决问题。建设银行积极促进各有

关单位按照规定的基本建设程序办事，进一步

加强计划、 财务的管理和监督。在拨款结算上

区别对待，对承建较大的更新改造项目，要根

据有关部门审定的初步设计和概算，编制施工

图预算，按照规定程序审查批准后，据以签订

承包合同， 办理拨款和结 算；对 投 资 少、 工

期短的更新改造项目，以及购置、 自制机械设

备，根据施工图预算或批准的 计划，按照实际

需要分次拨款，竣工后 一次结算。同时， 还积

极协助各单位建章建制，加强管理。如锦州市

支行与原锦州铁路局商定，在更新改造会计核

算办法颁发前，暂按基本建设会计制度执行，

并帮助单位设立更新改造工程项目卡片，记录

工程 名称、 投资计划、 实际验工、 交付使用、

在建工程等数据，使资金活动、 经济动态一目

了然，改变了花钱不算帐，不注重经济效益的

状况。建设银行也相应建立了一系列的管理制

度。如新疆、 北京、 柳州等许多行处在内部按

计划项目 和专业类 别设 立了 台帐，对计划调

整、 概（预）算增减、 投资完成、 验工计价和

日常拨款支出数等情况逐项登记，并对总投资

在300万元以上 的项目建 立了工程项目档案。
这样做，有利于杜绝计划外工 程，有 利 于 及

时发现计划投资有无缺口，并为竣工决算打好

基础。1983年初，下达给北京铁路局装卸管理

所计划300万元，后 计划调 减为 84万元，前门

支行经过检查内部台帐，发现已按原计划拨款

178万元，便及时 追回多 拨的94万元资金。
各地建设银行，在拨款管理上，既坚持按

制度办事，又坚持从实际出发，及时地支持工

程上马。如京原线改造工程，是铁道部大中型

重点项目。按常规，对大中型线路改造项目分局

管段的概算，在总概算未分劈前，建设银行无

法掌握分局施工部分的概算，就不 能 拨 付 任

何资金，但这样会影响工程进展。北京前门支

行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先拨款，后补办分劈

概算，保证了该工程的顺利进行。又如，齐齐

哈尔铁路专业支行对一个单位内的各项工程，

在投资节、 超兼有，但未突破总投资时，允许

暂不调整，待年终一次调整清算。
四 、促进有关单位抓紧工程收尾，缩短建

设工期，尽快发挥投资效益。据辽宁省分行、

郑 州及陕 西铁路专 业支行等单 位的不完全统

计，1983年 协助单 位压缩在 建工程10，1 46万

元。锦州市支行对不需安装的设备，在验货付

款时，办理固定资产入帐手续；对建筑安装工

程，在竣工验收时，办理固定资产入帐手续，
基本扭转了过去因交接双方扯皮，长期影响固

定资产交付使用的情况，1 982年在建工程比上

年压缩13.4 %。西安车 辆客 车修 理库 工程，
1978年开工，干干停停，至1983年计划上仍留

有缺口。陕西铁路专业支行了解到这一情况，
及时与路局计划处联系，建议他们调剂资金，
抓紧扫尾工程，路局接受了他们的建议，在资

金十分紧张的情况下，追加投资10万元，历时

六年的工程方得竣工交付使用。灵山车辆段工

程，是铁道部重点技术改造项目，长期不能收尾

交付使用。沈阳铁路专业支行承办后，支行领导

和拨款员多次深入现场了解情况，发现这个段

在生产和施工管理上责任不清、 领导成员之间

闹矛盾，是影响收尾的主要原因。他们将这一

情况三次向沈阳铁路局反映，引起了该局领导

的重视，调整了领导班子，增派了施工人员，
使拖延六年的工程配套收尾，竣工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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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发放临时周转贷款，解决资金的一时

困难。为了解决更新改造资金提取和拨入时间

不一致，单位暂时发生资金不足的困难，建设银

行按照有关规定核实发放了临时周转贷款予以

资助，促其早日建成投产，发挥效益。如兰州

铁路局机床大 修厂改造钢 窗和 锅炉 大修生产

线，资金不足，兰州铁路专业支行及时发放了

临时周转贷款20万元，投产后，每年可增产钢

窗 2 —2.5万 平方 米，增加利润 6 万元左右。
赵紫阳总理在五届人大四次会议的《政府

工作报告》 中指出：“为了有效地推进技术改

造，今后用于固定资产的投资，要把基本建设

和技术改 造的资金 统一安 排使 用。”实践证

明，这样做，有效地控制了投资规模，缩短了

基本建设 战线，弥补了国家 投资 之不足。今

后，我们应在认真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改变目

前铁路系统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资金按款源分

别编制计划的办法，按照国家固定资产投资计

划的要求，将铁路系统的基建投资计划、 更新

改造资金计划捆起来，由铁道部编制统一的铁

路固定资产投资计划，做到项目安排统一，计

划执行统一，监督管理统一，资金调度统一，

进一步管好用好铁路基建投资和更 新 改 造 资

金，提高投资效益。

坚持改革  促产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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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吉林省财政部

门在贯彻党中央提出的

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

方针中，配合农垦企业

主管部门认真落实财务

包干办法，全面推行企

业联产承包责任制，积

极地帮助企业多方面筹

集资金，支持企业发展

生产，扭亏增盈，取得

了较好的 经 济 效 益。
1984年总产值达 2.1 亿

多元，实现利润2，500多

万元，向国家交纳税金

1，000多万元；与1979年

相比，总产值增长91% ，

实现利润增长72.5%，
税金增长89%。出现了

产值、利润、税收同步

增长的好形势。下面谈

谈我们帮助农垦企业提

高经济效益的几点做法

和体会。

一、认真落实财务

包干办法，是促进企业

扭亏增盈，提高经济效益的有效措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省的农垦企

业有一半亏损，每年亏损额达一千多万元，许

多场靠国家补贴和 银 行贷款过日子。从1980年

起，我们积极会同主管部门，将全省农垦企业原

来实行的“超盈减亏分成”的财务管理办法，

全部改为财务包干办法。具体做法是：对实现

利润较多的参、鹿特产场，确定包干上交一部

分利润；对微利的企业，实行不交不补；对谷

物农场、畜牧场实行定额补贴，超亏不补，结

余留用；对规模小，利润又很少的企业，实行

国家所有，集体或个体经营，独立核算，自负

盈亏。对这四种类型的企业，采取算帐到场，

包干到县，一定五年不变的办法。
为了促进农垦企业扭亏增盈，我们在贯彻

实行财务包干办法中，与主管部门一起，积极

帮助企业广开生产门路，千方百计 地 增 加 收

入，降低生产成本，节约开支。并采取积极灵

活的办法，对提前扭亏的企业，亏 损 补 贴 照

给；对尚未扭亏，但扭亏措施得 力 的 企 业，

可以把亏损补贴用在扭亏措 施 上。我 们 还召

开亏损企业会议，逐场逐项地帮助企业研究扭

亏措施，制定扭亏方案。具体做法有三步：第

一步，突出抓一个“早”字。每年年底以前要

尽早地把亏损场的预计亏损底数摸清，及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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