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部分时间是闲置的。
如果把这些不经常用的仪器，由技术科掌

握，统一购买，统一使用，不但能加强仪器的

管理维修，保证工作需要，也能为国家节约一

大笔购置费。
于润吉

浪费的漏洞在哪里严格执行制度是克服

浪费的重要保证

当前，有些部门存在不少浪费现象，这是

什么原因造成的？为什么始终不能克服呢？要

回答这个问题，似乎很容易，却又很难。说容

易，是指人们对浪费的发现，察觉是容易的；

说难，主要是指有的领导或有的同志对反对浪

费的信心不足，他们认为：“浪费看得见，摸

得着，却制服不a了。”那末，人们对浪费是否真

的无能为力，制服不了呢？当然并非如此。关

键在于各级领导对浪费现象是否高度重视，以

及反对浪费的规章制度是否健全并严格地贯彻

执行。特别是后者更为重要。
最近，我们对一些行业清产核资过程中的

财产物资损失作了一些调查分析，发现有些企

业的机器设备、技措项目、原材料、在产品以

及产成品的报废、报损的数量和金额十分惊人。
究其原因，主要还在于缺乏应有的规章制度，
或者虽有一定的管理制度，却没有认真地贯彻

执行，使制度形同虚设。
有一个工厂在这次清产核资中报废、报损

原材料近百万元，使企业反盈为亏。出现这种

情况，除了平时没有执行财务制度，及时清查，
按时报批外，主要是管理制度松弛造成的。该

厂购进一大批进口钢丝，由于规格不对路，生

产用不上，长期堆放在仓库阴暗潮湿的角落里，
无人过问，结果生锈变质，浪费大量资金。在

车间里，有个工人生产时没有认真操作，造成

价值数万元的零件报废，事后涂改 生 产 记 录

单，挪用原材料，却没有得到严肃处理。这个

工厂虽有岗位责任制，但是对以上的浪费现象，

没有从制度上严格管理，经济上实行制裁，思

想上加强教育。这样好坏不分，赏罚不明，放

松管理，当然会造成国家财产的严重浪费了。
还有个工厂明知产销不对路，产品大量积

压。可是，厂领导在“重产值、轻核算”的思

想指导下，不顾利害关系，硬要继续生产，结

果越生产越积压，导致大量产品因积压变质而

报废。数年之后，该厂只要书面报告说明情况，

就一了百了，厂领导没有一点责任。没有一种

制度对这种浪费进行制裁，也就无法避免以后

再出现类似的浪费现象了。
制度管理上的松弛，生产指挥中的失误，

都是我们社会主义企业造成严重浪费的根源之

一，因此，要克服浪费现象，必须在加强政治

思想工作的同时，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并且严

格贯彻执行。应该强调企业的规章制度也是法，
在反对浪费中，必须贯彻“有法可依，有法必

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精神。这样，反

浪费是大有希望的。
顾治德

浪费的漏洞在哪里罚款的列支和罚没收入

的处理要改进

最近，有一个工厂因为违章填河，有关部

门要对它处以罚款。该厂党委书记向上级领导

同志汇报此事时，领导却说：罚款是罚你们厂

的，又不是罚你个人的。于是，该厂就同意受

罚，并在营业外列支。
此事说明，目前的罚款，单位领导人和主要

肇事人或企业不负经济责任，是由国家来承担

的，即不是罚企业或领导人和主要肇事人，而

是罚国家。这种罚款实际是挖走国家财政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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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所以，“罚工厂一百万，

不如罚厂长一百元”的说法，是很有其道理的。
另一方面，国家目前对罚没收入也未作统

一规定（有少数单项规定），有不少罚没收入，

不是上交国家财政，而是作为收取罚款单位的

机动财力，成为预算外资金。这样，罚款由国

家负担，罚没收入却做为部门、单位的预算外

资金。于是，有些部门就以用经济办法管理经

济为名，利用罚款，行把国家预算内的资金划

到预算外，增加自己机动财力之实。
为了使罚款这一经济手段起到 应 有 的 作

用，保证国家的财政收入，建议财政部门对目

前愈来愈多的罚款开支和罚没收入作出统一的

规定：所有的罚款，除财政部有专项 规 定 的

外，都不得在企业成本和营业外项目中开支，

应区分不同情况，由单位领导人、主要肇事者

承担或由企业基金、利润留成等企业自有的资

金内支付；对各单位的罚没收入，除了财政部

有专项规定的用途外，一律上交国家财政，任

何单位和部门不得截留。
张 淳

浪费的漏洞在哪里
虚报盈利何时了？

在某市财政部门对清产核资中查出企业虚

占的流动资金拨款核销后不久，又 发 现 这 个

市、县地方工业十一家虚占流动资金 160多万

元。分析原因，主要是企业领导人不顾生产实

际和经营亏损的事实，想方设法虚报盈利。他

们把材料消耗、盘亏不进成本，悬挂起来；把

生产费用不随成品转出去，留在在产品中；生

产出来的废品不报废，放在产成品帐上，鱼目

混珠。他们这样做，就是想再来一个清产核资

一报了帐。

他们这些作法所以行得通，与上级有关部

门放任自流、姑息迁就有关系。希望能够采取

措施，消除上述现象。
人民银行工业信贷员  杨永华

行法、金融政策和经济手段，调节放款利率，调节金融

市场资金量，影响各金融机构的金融活动。具体地说，
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①实行存款准备金制度。日本银行法规定，各民间

银行要根据存款余额按照一定比率，向日本银行交存准

备金。存款余额在2.5兆日元以上的，定期存款交存

2 %，其它存款交存3.75%。日本银行根据金融市场变

化，通过改变存款准备金的比例，来调节金融市场的资

金量。
②调整贷款利率。民间银行资金不足可以向 日本

银行贷款，借款一律付息，期限不超过三个月。日本银

行根据金融市场的需要，调整对民间银行的贷款利率
，

从而影响各民间银行的贷款利率，调节金融市场的资金

量。这种作法，日本称为“官定利率政策”。
③统一存款利率。日本各金融机构的 存款利率，

是由日本银行统一规定的，以防止为了争揽 存款而随

意提高利率。改变存款利率时，首先由大藏省提出，交

“金利委员会”讨论，最后由日本银行的 “政 策 委员

会”决定。政策委员会由七人组成，包括日本银行总裁

一人，政府代表二人（大藏省、经济企划厅各一人），
民间代表四人（包括城市银行、地方银行、工商业和农

业专家各一人）。
④实行“窗口指导”。日本银行按季对十家大的

城市银行核定贷款限额，直接控制各银行的贷款数额或

者直接干涉他们的资金周转。
⑤日本银行可以按照合同的规定，对民间银行的经

营活动进行检查。各民间银行并按期向日本银行提 送

资产负债表和财务报表。
日本大藏省对各金融机构的管理，主要有五个方

面：

①直接管理政府系统的金融机构，包括审批信贷计

划、决定贷款额度、贷款利率和贷款使用方向，并向各

长期金融机构办理借款，作为其贷款资金来源。

②对新设立的民间银行进行审查，并发给开业许可

证。

③对民间银行实行保护政策，如对民间银行按政策

发放的低利贷款，给予补贴等。
④管理国家外汇收支和外汇汇率，对下一年度进出

口贸易和外汇收支进行预测。引进技术设备时，项目由

通产省审批，花多少外汇由大藏省审批。
⑤对所有银行进行监督。各银行按月向大藏 省提

送存款报表，每半年送一次决算报告和业务报告，每两

年对各银行的经营活动进行一次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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