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款的办法。一九五九年取消了法定利润，只按预算成本

结算。一九六四年进一步发展到实报实销。一九六七年

又改为经常费制度，人头费实行供给制，材料费实报实

销。内包企业则实行一家人“大锅 饭”。粉碎“四人

帮”以后，逐步恢复了法定利润和按预算结算工程价款

的制度，但由于实报实销思想影响很深，往往不能严格

执行预算，千方百计增加名目繁多的预算外费用，很不

符合经济核算制的要求，对促进企业降低工程成本是不

利的，甚至还会起促退作用。
第二，在处理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上基本上是 供给

制。经常费自然是供给制。虽然取消了经常费，但企业

的流动资金、基地投资、技术装备都由财政无偿拨款；

还有新产品试制费，科研费，职工培训费以 及经营亏

损、窝工费都由国家包了。企业对国家财政没有明确的

上交任务，降低成本有多少交多少，统收统支的弊病为

害很大。
由于以上两个方面的原因，严重影响企业的经济

核算，不能有效地调动企业充分发挥经济效果的积极

性。要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可以考虑采取这样几 项

措施：

1、严格实行按预算结算工程价款的制度，彻底改

变实报实销的办法。要作到这一点，建议恢复由设计部

门负责编制施工图预算的办法，这不仅使预算更符合实

际，也是考核设计是否经济合理的有效办法，有利于提

高设计水平。预算编出后，应由建设银行、建设单位和

施工单位会审，审定后的预算（包括法定利润）作为结算

依据，由施工单位实行包干。
2、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之间，要建立正常的承发

包制度，实行经济合同，确定严格的经济责任制。对内

包系统，凡有条件分开甲乙方的，都应当分开，以建立责

任制。一般不要搞什么指挥部。特大项目必须建立指挥

部的，也只能作为计划、统筹和协调机构。现场各方都

要签订经济合同，用经济办法把有关各方组织起来，建

立互相协作互相制约的关系。

3、对价值构成比较简单的建筑物，比如民 用建

筑，可以考虑实行商品化经营，即由建筑企业负责统一

建设，按标准牌价出售，允许用户选择，提倡企业之间

竞争，优质优价，盈亏自负，所需周转金由国家拨交建设

银行，对企业实行贷款。

4 、扩大企业自主权。现在建筑企业已经恢复法定

利润，再加上实现降低成本 5 %左右，企业就有了一定

的利润收入。企业必须对国家承担提供积累、上交利润

的任务。同时要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利润留成，比上

年增长的利润要多留些，使企业经营好坏，与企业的利

益、职工的利益紧密结合起来，以调动企业和广大职工

的积极性。这件工作已开始试办，还要不断总结，不断

完善。

5、对建筑业职工，一定要贯彻“按劳分配”的原

则，改革奖励制度。实行按劳分配的具体形式，是有条

件地实行计件工资，还是推广全优工程综合超额奖，大

家还在研究。个人感到，“一五”时期的计件工资办法

效果是好的。如果现在试行的全优超额奖更好，那就研

究推广。总之要真正按劳分配，克服平均主义，以促进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6、施工企业的固定资产，要实行有偿占用。企业

流动资金经过清产核资以后，实行全额信贷。这样可以

减少国家基金的积压浪费，提高资金利用率。

简讯

严 格 把 关  

纠正重复计列的工程价款

天津市第二商业学校的财务会计人员，认真审查基

建施工结算，发现并纠正了施工单位重复计列的工程价

款二十余万元，发挥了财会人员严格把关的作用。
这个学校是新建单位，建筑总面积近九千平米，由

天津某建筑公司施工。其中教学楼、学生宿舍等工程，

分两期施工，一九七八年以前完成地梁、承台等基础工

程，一九七九年完成土建工程。一九七八年底，施工单

位已经对基础工程进行了结算，并取走了工程款。一九

七九年土建工程基本竣工，施工单位催促第二商业学校

进行结算。这个学校的财务会计人员，对施工结算进行

了认真审查，发现有重复计列工程价款的情况。为了彻

底弄清问题，尽到严格把关的责任，他们克服了对基本

建设业务不熟的困难，在天津市建设银行三支行的协助

下，经过反复查对原始凭证和划款记录，终于查实，在

施工结算中，把已经结算过的基础工程价款二十余万元

重复计算了，并已同施工单位查证落实，予以纠正。

（朱守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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