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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探讨如何促进我

国林业生产和建设事业的

发展，研究森工企业经营

管理包括财务管理如何适

应林业生产的 特 点，最

近，我们在黑龙江省有关

部门的配合下. 对黑龙江

林区作了一些调查。

黑龙江省是我国最大

的林区，全省森林复盖率

为36.2% ，现有林地面积

2.44亿亩，森 林 总蓄 积

15亿立方米。建国以来，

黑龙江省林业为社会主义

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到

1983年底，仅省森工总局

所属森工企业就向国家提

供木材3.26亿立方米，积

累资金55亿元。近几年，

经过调整、改革，该省林

业有了进一步发展。但由

于 长 期 受 “左”的思想

的影响，林业经营方针严

重脱离我国的实际，至今

在生产经营上仍存在不少

问题。

一、森林过伐严重，

可采资源大量减少。省森

工总局所属的 40 个 林 业

局，与建国初期相比，有

林地面积由 1，080 万亩减

少到 1，028 万亩，森林总

蓄积由 10.2 亿立方米，减 少 到 7.9亿 立 方米，减少

23%。目前，有 5个局可采资源基本枯竭，有15个局

可维持10年左右，有11个局可维持20年左右，可望永

续利用的只有 9 个局。

二、营林速度缓慢，采育比 例严 重失调。多年

来，省森工总局更新造林每年在 170 万亩左右徘徊。

到目前为止，需要造林和改造的采迹地、宜林荒山荒

地、水湿地和低价林 还有3，300多万亩。按1983 年更

新造林180万亩的速度，完成这 些 任务需18年。如加

上新的采伐迹地，所需时间更长。

三、运输紧张，木材大量积压。1984年上半年，

全省森工企业木材库存量达242.8 万 立方 米，比去年

同期增加51万立方米，许多贮木场库存已达到饱和状

态。大量积压，使木材 腐烂 变质，占用资金大大增

加。今年上半年，全省森工企业仅产成品资金就比去

年同期多占用 4，656 万元。牡丹江林管局今年上半年

百元产值占用资金46.81元，比去年同期 多占用5.16
元；定额流动资金周转期为141天，比去年同期延长22

天，经济效益大大降低，上半年欠交税利664万元，欠

交育林基金和更改资金4，800万元。

如何改变黑龙江林区目前的困 难状况，促进林业

生产的发展？

一、进一步放宽政策，采取多种形式，加速培育

森林资源。今年以来，黑龙江林区按照 1983年和1984

年两个中央一号文件的精神，积极推广桃山林业局开

展多种承包的经验，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他们打

破过去单靠国家规定提取育林基金造林的老办法，营

业生产采取了国有林分户经营承包、集体承包、联营

承包，以及采育双包、苗圃大包 干 等 多 种形式，国

营、集体、个人一起上。同时，在国营林场认真贯彻按

劳分配的原则，把职工的经济利益同承担的经济责任

和实现的经济效果联系起来，对根 治吃“大锅饭”的弊

病，收到了显著效果。今年省森工总局更新造林203万

亩，结束了多年来在170万亩左右徘徊的局面，其中各种

形式的承包面积占92%。今年不仅造林速度快，而且

质量好，造林合格率达到99.7% ，比去年提高10.4%。
这说明，改革林业经营方式，采取多种形式承包造林，

确是一条花钱少，造 林多，加快林业建设的新路子。

在承包过程中，正确确定承包定额是一个主要问

题。在这方面，目前普遍 存在承包费用（即造一亩林

地所花费用）计算偏宽的问题。有些林 业局所采取的

承包定额还是六十、七十年代的定额，低于当前实际

工效太多。应当在坚 持 “国家得大头，企业得中头，

个人得小头”的原则下， 按 照 平 均先进定额加以修

订，适当提高 工 效 定 额（即 一 定 时间内 的造林面

积）的标准，降低承包费用。过 去计件工资中的某些

带有“大锅饭”因素的内容，如走路工资、雨雪休、

病伤工资、林区津贴、副食品补贴等，不宜全部计入

承包费用。应当进一步加强财务核算合理调整有关定

额，力求基本符合实际。

二、加强育林基金管理，广辟育林资金渠道。目

前，育林基金管理偏松，不能做到专款专用，随便扩

大使用范围和挪用的情况相当严重。突出的是机构人

员过大过多，有相当部分的育林基金被人员机构“吃

掉”了。 1983 年省森工系统育林基金支出1.1亿元，

其中人员机构经费支出就有 2，860万元，占 26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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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工总局外，省林业厅 又另 有一套营林生产机构，

1983年 开支人员机构经费1，189万元。一个省，同是

搞营林生产，是否需要自上而下设两套管理机构，铺

这么大的摊子，值得研究。据了解，该省穆陵林业局

代马沟经营所，最近在改革试点中，行政管理人员由

原来的22人减少到17 人，减 少 23 %。可见，精简机

构，压缩现有人员，是可能的。黑龙江省森工企业有

行政人员14，546人，如果也能精减 23 % ，那将可节省

一大笔开支，增加发展林业资金。

要采取多种集资形式，增加发展林业的资金。目

前，一些地区已经这样做了。如吉林 动员军队的力量

修建林区公路，把开路所伐下来的木材，给军队作为

修路的补偿；贵州省以补偿贸 易办 法集资，开发林

区，将来用木材偿还等等。这都是解决目前林业资金

不足的办法，均可借鉴。

另外，现行木材价格仍然偏低，木材价格没有全

部包括培育森林的 费用，对 营林事业和节约用材不

利。因此，适当提高木材价格，并把提价收入的一部

分作为扶持发展林业的基金是十分必要的。至于金融

政策如何体现扶持林 业短线，发放长期低息贷款，以

便加快林业建设，也是亟待研究解决的问题。
三、建议以运定产，适当调减木材产量。黑龙江

省林业过度采伐的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中央早

就指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根据用材林的消

耗量低于生产量的原则，严格控制采 伐量。”为了有

利于恢复森林资源，做到青山常在，永续利用，理应

调减木材采伐量。再说，过量采伐，铁路运不出去，

积压腐烂，也是很大的浪费。
在调减木材采伐量的同时，可适当增加锯材生产

的比重。目前. 在国家调拨的木材中，原木比重大，

锯材比重小。适当增加锯材比重，既可节省运力（运每

方锯材等于 1.5 方原木），又可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四、大力发展多种经营和综合利用，逐步改变企

业的经济结构。这是 振兴林业，克服企业经济困难的

重要途径。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以林为主，综合

经营，全面开发利用林区资源，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

进军，把资源优势变成经济优势，开创林业建设的新

局面。1983年， 全省森工企业多种 经 营产值达1.5亿
元，产值利润率达到 10 % 左 右。目前已建各种基地

1.232处，种植人参 4，322亩，比去年增长48.4%；木

耳2，174万椴，比去年增长一倍多；种植黑加仑1.8万
亩，比去年增长近一倍。预计1984 年产值可达到2.95
亿元，比去年增 长 近 一 倍，实践证明，大搞多种经

营，既可安排多余劳力，创造社会财富，增加企业和

职工收入，又可减少企业开支，增加积累，为发展林

业提供资金，一举数得，是发展林业的重要途径。

开展对林业资源的综合利用，也是改革经济结构

的重要内容。林区 采 伐、造林、加工后剩余物资丰

富，充分利用这个优势，发展综合利用，就能变废为

宝。据测算，现在森工企业中“三剩”物资的利用率

只有30%，尚有70% 未被利用，开展综合利用的潜力

很大。当前，发展综合利用，主要是利用现有设备，

提高产品质量，掌握市场信息，增加生产门路，增加

适销对路的产品，打开流通渠道。要适当扩大企业生

产经营的自主权。据企业反映，目前存在着上级统得

过多、管得过死的状况，如企业对非统配材的自销权

较小等，不利于调动企业积极性，亟待研究解决。

简讯 改进费用管理

  提高经济效益

江苏省淮安县 糖 业烟酒公司年利润在100万元以

上，由于管理不善，费用率高达6.62%。1984年在企

业整顿中，他们在广泛深入发动职工揭矛 盾、查问

题、算细帐的基础上，改革费用管理，出现了费用下

降、利润上升的好形势。

一、初步改革费用管理体制。费用管理由公司统

一支出、统一核算、统一包干，改为以门市部为核算

单位，对费用逐项进行分解分管，并规定了合理的耗

用定额，在经济责任制中列为重要指标进行考核。对

漏洞较大的修理费，严格实行计划管理，有关部门先

编计划，经公司批准后，由计财部门和审计人员监督

执行；对商品损耗和财产损失，要分清责任，不该报

销的迅速索赔；对自备汽车以 及用水、用电，实行专

人管理，按规定标准收费。

二、严格执行财经纪律和财会制度。做到有章必

循，违章必究，不 徇 私情，不 进“人情货”，不用

“人情工”。

三、经常开展经济活动分析。公司经常组织各有

关业务部门对资金占用、库存结构、费用开支等方面的

情况，按子目逐月进行对比 分析，查明 上升或下降的

原因，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由于措施具体、办法可行，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1984 年 1 - 9月 费 用 率 为5.43%，比上年同期下降

1.19% ，费用节约106，000元，其中，修 理费减少28，116

元；实现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24.5%。全公司出现了

讲核算、抓管理、求效益的新风。  （刘锡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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