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怕死的革命精神，树立各尽所能，多做贡献的

共产主义劳动态度，抵制资产阶级“金钱万能

论”的侵蚀。只要我们严格按照党的方针政策

办事，把经济手段与政治思想工作有机地结合

起来，必然会更有效地发挥奖金制度的积极作

用，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财政论坛
调整经济中财务上

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喻国治

在当前国民经济调整中，财务上出现一个

值得注意的问题。有些企业采取各种手段，虚报

盈利，掩盖亏损，照发奖金，照提企业基金，
而将亏空的部分，作为遗留问题，留待过几年

以后再拿出来要求国家核销损失。他们的作法

有：（ 1）原材料损失浪费不摊成本，挂帐待

处理。有一个糖厂，由于甜菜保管不善，原料

损失几十万元，不列成本。（2 ）亏损产品的

亏损金额，挂在在产品中，不体现亏损。有一

个工具厂和机修厂，都是亏损边缘企业，他们

生产的轧钢机、油缸等产品是亏损产品，为了

掩盖企业亏损，采取一部分成本费不进产成品

成本的办法，留在在产品成本中，以保持企业

有微利。（ 3）停工维持费不列营业外损失，
挂帐待核销。有一个电机厂和材料厂，是长期

处于亏损边缘户，有几个月的停工损失，如果

列为营业外损失，企业就要发生亏损。为了掩

盖亏损，将这笔停工损失挂帐待处理。（ 4）改

产过程中所发生的工具费用，全部不列成本，

挂帐待处理。有一个内燃机厂，由产柴油机改

产汽车发动机，所发生的工具费几十万元，为

掩盖亏损，一直不进成本。
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呢？主要是有些企

业在调整中产品滞销，生产任务严重不足；有

些企业的产品质次价高，损失浪费大。他们为

了避免发生亏损后，成为关、停、并、转对象，就

采取种种手段，掩盖亏损真相。也有一些企业，

不愿戴亏损帽子，怕影响提企业基金，影响职

工发奖，影响调工资，所以千方百计不暴露亏损

真相，把亏空的部分暂时挂起来，等调完工资，

发完奖，提到企业基金以后，再作打算。
产生这种现象，从财务管理体制和财政工

作上看，也反映了一些严重的缺陷：
清产核资隔几年搞一次，把企业应体现当

年损失而没有体现的，统统集中起来，由国家

承认核销，不要企业承担任何经济损失。有的

企业一次核销几十万、几百万，连一个象样的

总结都不写。这就使一些企业为了避免亏损或

盈利下降，尽可能不把费用摊入成本，挂起来，

等下次清产核资再拿出来作为遗留问题处理。
这样可以保持企业年年有盈利，年年得奖，照

提企业基金。这种平时在成本上不体现足额补

偿原则，既是成本管理上的一大漏洞，也是利

润核算上的一大漏洞。
这种平时挂起来的做法，不体现损失，还会

抵销市场调节的作用。一些明明是积压滞销产

品，如果由企业直接承担损失，企业决不会继

续生产的。但由于可以挂起来，等待清产核资核

销，所以企业明知可能发生新的积压，也继续

生产，以维持门面，完成产值，摊销费用，至

于产品销不出去，挂起来就是了。这样任意生

产无销路的产品，企业既不承担经济后果，又

抵销了市场供需对企业生产的调节作用，对于

企业提高经营管理水平是十分不利的。
发生这种现象，也看出奖金制度上的一个

缺陷。当年损失不体现，不 影响 奖 励，几年

后，拿出来作为遗留问题，核销损失时，又不

影响奖励。或在年度中，月月体现盈利，而待

摊费用越来越大，到年末一次体现亏损，平时

每月奖金已经发放，到年末体现亏损时，逐月

发奖已是既成事实，无法追回。至于年 末 亏

损，列入该年决算了，第二年一月份开始新的

年度，又不亏损了，照样月月发奖无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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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现象的产生，与财政税务部门监交利

润不严是有关的，但财政部门的监督检查终究

是有限度的。重要的问题是，要在财务制度上

如何堵塞这些漏洞，成本上如何体 现 足 额 补

偿。应该把当年的损失冲减当年的利润，或者

在哪年表现出来，即冲减哪年 的 利 润。一 句

话，应直接减少企业利益。我认为现在应该明

确，对虚报盈利，弄虚作假的企业，一切经济

损失，由企业自负，不论何时拿出来，都应冲

减企业利润，或减少企业经济利益。建议取消

处理遗留问题这类做法，对企业把现实的损失

故意遗留到以后的作法，应作为违反财经纪律

论处，并要企业承担经济责任。

财政论坛
“骑 虎” 工 程 要 停 缓 下 马

张 铁 林

骑在老虎背上下不来，谓之骑虎难下也。
对于基本建设上那种欲上不能，欲下不忍的项

目，则喻之为“骑虎”工程。这些工程项目一

是少数领导同志点头的所谓“点头”工程；二

是以投资少、收益大的谎言而获准的“钓鱼”

项目；三是擅自兴建的 “隐蔽”工程；四是巧

立名目的“羊头”项目。
“骑虎”工程虽为数不多，其危害却不可

低估。
“骑虎”工程没有综合平衡，缺乏全局和

长远观点。这些工程，从原料动力、工艺技术、

产品销路，到建设规模、投资方向等，都没有

经过科学的调查研究和分析，可行与否，心中

无数，往往是以小挤大、以落后挤先进、以局

部挤全局的盲目建设、重复建设。
“骑虎”工程投资不落实，资金来源不正

当，变相进成本、扣利润、挤财政，严重违反

财政纪律；设计无标准，施工无定额，不按基

建程序办事，逃避建设银行监督，乱干蛮干；

与国家计划内的项目争投资、争物资，甚至对

应确保的重点工程搞“釜底抽薪”。对这种工

期长、质量差、造价高、浪费大的 “骑虎”工

程，有些同志总是难以忍痛割爱。其结果，必

然是劳民伤财，后患无穷。
当前国民经济进一步调整的中心环节，是

大力压缩基本建设投资。这就要求计划部门和

主管部门，首先从多年“左”的错误束缚下解

放出来，吸取宏观决策失误的沉痛教训和基本

建设中的 “前车之鉴”，清醒地看到国民经济

比例失调的严重性及潜在的危险性，从而认清

国民经济调整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同时，还应

该知道“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和“置之死地

而后生”的辩证道理，认识在基本建设中，该

退的不退够，该进的就进不了；该下的不下，

该上的就上不去。下定决心，在进一步调整的

过程中，把“骑虎”工程坚决停缓下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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