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况，所以，要对下半年或者后五个月的计划完

成情况，进行预测。大家知道，本年计划预计

完成数字，是编制下一个计划期的基础和依据，

预计完成的数字是否准确，对于编制下一个年

度的计划，有着极大的影响。因此，必须及时

掌握本年计划执行的变化情况，并对各种有利

和不利因素进行分析，特别要研究其对下半年

或者后五个月的影响因素。
第二，经济发展和社会事业发展计划是综

合财政计划的编制基础，综合财政计划又是审

定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计划的重要依据。因此，

测算综合财政计划时，必须有初步设想的经济

发展和社会事业发展计划指标，作为测算综合

财政计划的根据。
第三，计划是党的方针政策的具体体现。

我们在编制综合财政计划时，要考虑到体制的

改革，制度的变动，政策的调整，这些都对财

力的多少和使用方向有一定的影响。
第四，要有比较完整的历史统计资料，如

工农业生产的增长和财政收入的比例关系，货

币的投放与回笼的多少和经济发展、社会事业

发展的比例关系，再分配资金中的积累和消费

要 在 提 高企 业 盈 利 水 平 上 下 功 夫

晨 曦

我国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企业的上缴利

润和税收。为了不断地增加财政收入，财政部

门要千方百计地提高企业的盈利水平。江苏省

的财政部门在近三年的实践中，就提高企业盈

利水平的问题，采取了一些措施，摸索了一些

路子，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他们的 主 要 做 法

是：围绕着提高企业盈利水平，协同企业主管

部门深入调查研究，以一批盈利大户为重点，

采取集中精力每年着重解决好一、二个方面的

问题的作法，促进企业严格经济核算制度，改

善经营管理，堵塞漏洞，挖掘 潜力，增加 盈

利。
一、整顿财务基础工作，堵塞企业内部管

理混乱的漏洞。扎扎实实的财务基础工作，是搞

好财务管理、加强经济核算的前提条件。1978

年，他们首先抓了整顿和恢复企业财务的原始

记录、定额管理和计量检验等基础制度，为进一

步全面开展班组经济核算打好基础。当时省、

市、县作了分工：地方工业企业中，盈利额在

500万元以上的43户企业由省直接抓；市、县

分别情况抓好盈利300万元、100万元或50万元

的企业，做到以点带面，点面结合。各行业分

别提出整顿、恢复的具体要求，规定检查验收

的时间和标准。凡经验收合格的企业，发给证

书，以资鼓励。省财政局还重点配合省纺织工

业局对23个盈利大户逐一作了检查、考核，总

结经验，树立典型，适时地召开经验交流会，
并张榜公布了37个可比的技术经济指标的执行

情况。通过与历史最好水平和同行业先进水平

的比较，逐项算出挖潜增盈帐，借以督促企业

深入发动职工群众，落实赶超的措施。由于抓

紧了对基础管理制度的整顿，促进 了 经 济 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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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例关系，以及利润率和成本降低率等等，
这些都是测算综合财政计划不可缺少的资料。

有了上述各项资料，就可以测算下一个五

年计划或者年度计划的财力有多大，用到经济

发展和社会事业发展计划中的各项 支出 有 多

少。编制测算计划数字的过程，就是发现矛盾，

不断研究采取可行性的措施，解决矛盾，以求

基本平衡的过程。

编制综合财政计划，牵扯到计划、财政、

银行、统计和工业、交通、商业、农业、行政

事业等各个部门，需要相互配合，同心合作，

分工负责，才能编出一个比较接近实际的计划。
因此，要作好编制综合财政计划分工负责的组

织工作。各个业务部门要按照编制综合财政计

划的要求，编报好会计报表；统计和财政部门

要及时准确地编制出预算外资金的统计年报和

月报；人民银行除了编制本系统的信贷计划和

现金计划以外，还需要把农业银行和建设银行

的存款、贷款计划汇编起来；财政部门除了编好

预算收支以外，还要把由财政部门主管的预算

外资金汇编起来。最后，由计委抓总，在财政部

门和人民银行的配合下，编制出综合财政计划。

算，推动了整个企业管理工作，取得了良好的

经济效果。这一年，全省地方工业 实 现 的 利

润，比上年增长26.9%，百元产值的利润比上

年提高1.09元。经过分析，在全年利润增长额

中，属于改善经营管理、降低成本、节约开支

和产品质量升级而增加的利润，占57%左右。
二、抓好落实经济责任制和经 济 活 动 分

析，促进企业加快实现“双赶超”的目标。在

整顿基础工作，恢复厂部、车间和班组三级核

算的基础上，1979年配合企业主管部门着重抓

了健全企业内部经济责任制和定期开展经济活

动分析的工作，以促进加快 实 现 “双赶超”

（赶超历史先进水平和同行业先进水平）的目

标。各行业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全面部

署了推广指标分解、归口管理和考核评比的工

作。各级财政部门组织力量深入企 业 帮 助 落

实。各企业根据发展变化的情况，重新制定了

各部门的分工职责条例，明确责任，减少 扯

皮，使企业增收节支的规划和措施落到实处，
出现了“千斤重担众人挑”的生动局面。许多

企业试行了内部生产合同制；改变 了 评奖 办

法，按完成的指标计分计奖，纠正了平均主义

的作法；从而调动了各部门和广大职工加强管

理、搞好生产的积极性。这一年，由于建立健

全了企业内部的经济责任制和层层开展经济活

动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因某些原材料提

价和增加了政策性开支而一度出现的 增 产减

收、增产不增收的情况，较好地完成了国家计

划。全省地方工业企业实现的利润比上年又增

长11 %，资金周转的速度也加快了，使欠缴利润

比上年压缩37.6%。盈利在500万元以上的 企

业也比上年增加了20户，对全省工业完成利润

收入任务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三、建立全面经济核算体系，促进挖潜增

盈更上一层楼。随着经济体制和企业财务体制

的逐步改革，对企业管理提出了 新的 要 求。
1980年，结合各行业提出挖掘潜力，提高盈利

水平的增产节约规划，通过对各行业技术经济

指标的分析，确定以建立全面经济核算体系为

重点，狠抓提高经济效果的工作。各级财政部

门组织力量重点地帮助纺织、机械和化工等行

业，推行“企业内部银行结算法”（又称内部

经销法或资金本票制）。有的企业对车间实行

定额利润、超额分成办法，从而进一步完善了

定额管理和岗位责任制。有的还改进了班组核

算，实行三班制一条龙的价值核算。有的运用

“管理会计”的理论，制订目标成本，以加强

生产经营过程的控制和监督。所有这些，都使

经济效果有较大的提高。这一年在客观因素影

响企业增盈较大的情况下，全省工业利润仍比

上年增长13.7 % ，取得了全面完成利润收入任

务的新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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