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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一些大企业财务管理体制简况

迟 愚

新日本制铁、松下电气、东京芝浦电气、川崎 重

工、五十铃汽车、小松制作所等六家公司，都是日本著

名的大公司。新日本制铁公司有十个钢铁厂，除两个规

模较小外，其余八个都是从炼铁、炼钢到成材的大型联

合钢铁厂，十个钢铁厂共有粗钢生产能力5，000万吨。
松下电器公司有150个工厂，生产一万多种产品，1978年

销售额合人民币180亿元。东京芝浦电器公司有31个工

厂，1979年销售额合人民币近100亿元。川崎重工公司

有17个工厂，主要生产发电设备、船舶、飞机、铁路车

辆、冶金化工成套设备、建筑施工机械等重工业机器设

备，销货额合人民币35亿元。五十铃汽车公司有两个汽

车厂，年产卡车、小汽车40万辆。小松制作所主要生产

各种建筑施工机械、农业机械、矿山设备和重型翻斗汽

车等机械产品，有六个工厂，一年销售额合人民币30亿

元。这些大公司的财务管理，根据各公司的不同情况，

实行如下两种体制。

一种是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新日本制铁、五十铃

汽车和小松制作所三家公司的人事、财务、物资供应、

生产安排、产品销售等管理权都集中在公司。职工的招

收，科级以上干部的任免，工资、奖金标准的确定，设

备投资，主要原材料和协作件采购，接受订货，销售产

品，资金调度，核算盈亏，都由公司负责。工厂只是生

产的执行单位，根据公司的指令和计划，负责 管 理 生

产、质量、成本和采购零星材料等工作。新日本制铁公

司所属的君津钢铁厂，年产粗钢能力1，000万吨，这样大

的工厂，折旧费都集中在公司统一使用。工厂更新改造

设备，每年要报计划，经公司审查批准，按计划执行。
在批准的投资额中，给相当于一年折旧额十分之一的机

动资金，可以应变使用。在计划之外，工厂没有购置设

备、建设工程的权利。

另一种是实行统一计划、分级管理的体制。松下电

器、东京芝浦电气、川崎重工三家公司，所属工厂多，

生产范围比较广，他们按产品或地域把所属各工厂分成

若干个事业部进行经营，以事业部为单位核算盈亏。公

司给事业部确定经营目标（销售额、盈利率），事业部进

行独立经营，在产、供、销方面，事业部有类似独立公

司的权利。但人事权和财权，仍集中在公司。在人事方

面，事业部要增加人员，每年要报计划，经公司人事部门

审查，公司董事会批准，按批准的计划执行。在批准计划

的范围内，工人由事业部（或工厂）招收，大专毕业生由

公司统一招收。科长以上干部的提升，由事业部推荐，
公司审批。工资、奖金标准，也由公司定。在 财 权 方

面，事业部需要的流动资金，公司给核定一个数额，由

公司提供贷款，收取利息。事业部由于管理不善，资金

周转发生困难，无权向银行借款，只能向公 司申 请 借

款。公司对事业部提供此种贷款，条件相当严格，要经

过调查，事业部要提出改进经营管理的措施，才能提供

贷款，并且要加收利息。规定事业部只能向公司借款，

其用意是防止事业部向公司隐瞒经营管理上的问题。
扩建工厂、更新设备需要的投资，事业部每年要作出计

划，报公司审批，事业部按批准计划执行，计划外没有

用钱的权利。提取的固定资产折旧费，有的集中到公司

统一使用，东京芝浦电器公司虽然留给事业部，但要用

于设备投资，不经公司批准，不准动用。
以上两种类型，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人事权、财权

高度集中。我们曾问过新日本制铁公司和川崎重工 公

司的负责人，工厂规模很大，财权高度集中，有什么利

弊。新日本制铁公司的经理部长中津海先生讲，管理高

度集中，可以保证最有效的使用资金，最合理的经营。
公司有十个钢厂，都希望发展，要求投资，在那个工厂

投资最合理，最经济，工厂不了解，公司可以从全局考

虑做出正确的判断。在生产上，十个钢厂，各厂不能什

么钢材都生产，根据高效率、低成本的要求，公司对各

厂生产的范围都作了分工，各有侧重，有的适合少品种

大批量生产，有的可以多品种小批量生产，公司统一接

受订货，可以根据订货的品种、规格、数量和用户所在

地点，安排到最合适的单位生产，做到高效率、低成本。
如果由工厂各自接受订货，用户订什么，生 产 什么，

就会失去公司统一接受订货便于合理安排生产的优势，

造成经济损失。川崎重工经理部长横山先生讲，财权集

中，可以合理使用资金；但也有缺点，事业部有依赖思

想，主动精神差。在竞争激烈，市场多变的情况下，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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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资金要谨慎，集中管理是有利的。
我国正在进行企业财务管理体制改革，扩大企业财

权。日本一些大公司的作法，是有参考价值的。企业这

个概念，在日本一般是指公司，财权集中在公司，事业

部、工厂是经营管理单位，尽管它们的规模很大，但没

有什么财权。在我国，企业一般是指独立核算的工厂，公
司一般看作管理机构。扩大企业自主权，目前，一般是扩

大工厂自主权，公司没有什么财权。这样不利于发挥公

司这个经济组织在管理企业方面的作用，也不利于资金

的合理使用。为了充分发挥基层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
扩大企业自主权，是完全必要的和正确的。但扩大企业

自主权，不能只考虑扩大工厂自主权，也要考虑扩大公

司的自主权，可研究区别对待，属于生活福利、奖励基

金，应直接留成给基层企业；属于生产发展基全（包括

折旧费在内），可一部分留成给基层企业，一部分留成

给公司一级，由公司统一安排使用。这样处理，可能既

有利于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又有利于合理使用资

金，减少发展上的盲目性。

简讯

三水县做好知青回城后的

结余经费和财产清理工作

广东省三水县过去共接收下乡知识青年 28，000多
人，上级拨付的经费近1，000万元。近几年，随着大批知

青回城，结余的经费和闲置在社队的房屋及其他财产共

计66万多元。不少地方的基层干部，擅自把结余的知识

青年经费挪作他用，知识青年的房屋和其他财产无偿地

归当地社队所有。为避免国家财产的损失，三水县知青

办和财政部门，对全县11个公社45个知青场的结余经费

和财产进行了清理。他们的做法是：

（一）引导社队干部、群众正确理解国家和集体两者

的利益关系。
（二）针对有些社队对知识青年结余经费 进行“突

击花钱”的情况，他们采取“先冻结上缴，后清 理结

算”的方法，将各社队结存的经费一律冻结，上缴县知

青办，然后逐社逐队开展清理结算工作。他们重点清查

资金的去向，上拨下收是否对口，开支是否合理，安置

人数有无虚报冒领和贪污挪用等。经过半年多的清查，

对各公社的知识青年经费和物资做到账目清、家底清、
界线清，及时返回被挪用的48，000元，回收积压资金44

万多元。

（三）实事求是地处理知识青年回城后的闲置财产。
对知青场的房屋，如国家投资少，建造简陋，加上年久

失修，原则上不予折价，无偿地移交当地社队使用；对

于国家投资较多，使用价值较大的，一般按30%左右折

价。知青场的其他固定资产，包括农业机械、工业设备

和耕牛等，由投资单位处理。回收率高的床 板、家具

等，让公社与县知青办四、六分成，给社队发展托幼教

育事业和企业使用。据统计，全县应回收房屋及其他财

产款20多万元，现已回收了12万元，免收的3万多元，

分期付款的45，000元。由于财产处理得比较合情理，主

管部门、社队和知识青年都比较满意。
1979年以来，三水县把结余和回收的经费，主要用

于帮助仍在农村的知识青年解决一些实际困 难。到目

前，全县已拨款30万元，扶持困难较大的18个知青场发

展生产，增加收入；另外拿出5万元帮助一些社办企业

较差的公社，扩建电木厂、豆腐厂和砖厂，安置了几十

名已婚的知识青年，同时为他们每人新建了15至25平方

米的住房。1979年冬1980年春，全县有400多个因各种

原因造成超支的知识青年，生产和生活都有困难，县里

及时给他们补助了一万多元。许多知识青年激动地给县

里写信，感谢党和政府的关怀，表示安心农村，服从国

家安排。  （财政部农财司供稿）

简讯
外国赤字预算问题

讨论会在通化市召开

中国财政学会、中国金融学会、国际关系学会、〓

界经济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等单

位主持召开的外国赤字预算和通货膨胀问题理论讨 论

会，于1980年 8 月 1 日至 9 日 在 吉林省通化市召开。

1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教授，经济理论

工作者和部分财政、银行工作者参加了会议。会议本着

百家争鸣的原则，对赤字财政和

通货膨胀的关系、通货膨胀是否

是垄断资本主义的规律，及东欧

一些国家的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

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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