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厂职工的技术操作训练。他们组织职工重新学

习岗位责任制和工艺技术标准、工 艺 操 作 规

程，实行严格的岗位技术考核。同时，该厂还

进行了技术整顿，针对影响质量的各项因素，
对工艺流程进行改革，调整了工序，检修了全

厂设备，对关键的生产部位采取了一系列技术

措施。经过停产整顿，全厂面貌一新，设备完

好率由68%提高到85% ，工人技术水平有了明

显提高，生产的产品出口合格率提高到74.5%，
其中一级品率提高到85.7%。复产后，企业月

月有盈利。
五、切实提高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向经

营 管 理 要 效益。企业经营管理水平低、素质

差，是一些企业发生亏损的直接原因。在帮助

企业提高经营管理水平时，除了要促进企业建

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搞好企业管理的基础性

建设外，在市场多变的情况下，还要帮助企业

采取新的科学管理方法。鞍山市化 纤 印 染 厂

投产后就遇到产品三次降价，印染一米布由过

去盈利0.2元，降到要亏损0.17元。今年印染700

万米布，预计要亏损120多万元。该厂在压力面

前，通过“量——本——利”分析，实行了目

标成本，把全厂目标成本分解后，层层落实到

各部门及车间班组。以目标成本为中心，组织

全厂各方面都来为降低产品成本而努力。经过

半年的努力，全厂总成本进入省定一档水平，

印染每米布不但不亏损，反 而 盈 利0.47元。
1 — 7 月实现利润386万元。七个月上交的税、

利相当于建设该厂全部投资的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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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化工局认真

抓所属企业的财务整顿

工作，经过一年多的努

力，所属企业的财务会

计工作得到了进一步加

强，健全了经济核算制

度，加强了成本管理，
严肃了财经纪律，经济

效益有明 显 的 提 高。
1982年实现利润比上年

增长5.9% ；可比产品成

本降低0.18%；上缴利

润比国家下达的计划指

标 超 过7.7%。今年上

半年，尽管原材料、能

源供应紧张，原材料提

价，工业总产值仍比去

年同期增 长3.3%，实

现利润比去年同期增长

5.5%，利润增长的幅

度，大于生产增长的幅

度。
这个局要求企业在

财务管理上一项一项找

差距，从实际出发，提出整顿规划，把整顿的

措施、时间、责任三落实。为了使财务整顿工

作尽快纳入提高经济效益的轨道，他们要求企

业抓住影响提高经济效益的薄弱环节，分清主

次，结 合 企 业 的中心工作，边整边改，不搞

“一刀切”。这样，在财务整顿中 就 把 高 标

准、严要求和机动灵活性统一起来了。例如，

有的先从加强财产物资管 理 入 手，抓基础工

作，抓健全制度；有的先从纠正违反财经纪律

入手，抓宣传教育，抓审查监督；有的先从审

查专用基金的使用情况入手，抓克 服浪费 问

题，抓投资效果；有的先从清理帐目、呆滞物

资入手，抓加速流动资金周转，抓供销管理；

有的先从成本单耗对比入手，抓技术工艺的提

高，抓成本 降 低 工 作；有的先从总结经验教

训入手，学习兄弟企业的财务管理办法，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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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会计工作水平；等等。财务整顿工作搞得

比较生动活泼。
这个局在企业财务整顿工作中，还邀请退

休的老财务人员、财政专管员、银行信贷员组

成“巡回检查组”，到 所 属 企 业“会诊”考

查，对照化工局拟订的财务考查提纲，使各企

业看到财务整顿的成绩和不足的地方，促使企

业加快财务整改的步伐，尽快达到验收标准。
在考查验收的方法上，以企业自查为主，组织

企业互查为辅，在自查和互查合格的基础上，
局和公司再到企业对重点项目进行抽查。不论

是重点企业还是面上的企业，合格一个，验收

一个，做到了严、细结合，把财务整顿工作抓

紧抓好。

财务管理
短期职业大学

投资少收效快

江苏省 高等教育局计划财务处

江苏省财政厅行政事业财 务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省根据中央

关于“发展高等教育必须坚持两条腿走路的方

针，多种形式办学”，“走投资少、见效快”道

路的指示精神，为适应地方对各类专业技术人

才的迫切需要，1980年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创

建了第一所“收费、走读、不包分配、择优推

荐录用”的短期职业大学——南京市金陵职业

大学。嗣后，无锡、苏州、常州市的职业大学

相继建立。至今全省已批准 9 个市建立或正在

筹建这样的学校。经过几年的 努 力，我 省 创

办较早的几所职大已具备了一定的办学条件，
现有专业40个，在校 学 生3，715人。1983年全

省职大招生2，300人，相当于省属全日制 普 通

高校招生人数的21.5%。1983年秋已有首届毕

业生1，323人。几年来，我 省 职大坚持了自己

的办学方向，受到了教育部和省、市人民政府

及有关部门的重视和支持，在高等教育的改革

中，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我省职大在创办过程中，对大学的传统办

学方法进行了一系列改革的尝试，开辟了一条

多种经费来源，通过挖掘智力开发智力，利用

社会力量办学，学校后勤社会化的 办 学 新 途

径。
一、多种经费来源。我省职大的经费是通

过“四个一点”的办法解决的。即省财政补助

一点，市地方财政拿一点，用人部门和单位筹

集一点，向学 生 收 一点。以南京、无锡、苏

州、常州四所职大为例，1980年至1982年，四

个来源的经费合计为778万元，其中：省 财 政

补助占47.9%，市地方财力投资占41.1%，用

人部门和单位筹集资金占8.3%，向学生收费占

2.7%。省财政对新建职大的开办补助费 相 当

于同类全日制普通高校的八分之一 至 四 分 之

一；每个学生每年补助经常费还不到同类全日

制普通高校的一半。目前，从市地方财力、用

人部门或单位筹集资金、向学生收费等三个来

源取得的经费，虽然还不算多，但是通过多种

渠道集资办学，打破了长期以来只靠国家投资

办高等教育的格局，为加速发展地方高等教育

开辟了新的途径。
二、通过挖掘智力开发智力。加快发展高

等教育事业，单靠国家增加智力投资不能满足

需要。我省老高校、科研单位比较多，智力、

设备潜力很大。我省职大主要依靠这些单位的

支持，解决师资不足和教学实验实习中的困难

问题。如金陵职大所在地南京市，高校、科研

单位较多，1980年职大所有的教学任务都是由

兼课教师担负的，现在仍有90% 的课程由兼课

教师承担。职大的教学实验实习，在高校、科

研单位较多的城市，主要利用高校、科研单位

的现有设备条件；在高校、科研单位较少的城

市，则利用厂矿企业的现有设备条件。这种做

法，既解决了职大师资不足和教学实验实习中

的困难问题，又挖掘了现有高校、科研单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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