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留原来的編制，显然是龐大了。如針織公司所屬原有

746戶合营工业，現合并为 13 个基点厂，但公司仍保

留了原来100余人，平均八个人領导一个厂 ：染化公司

平均14个干部領导一个厂。而这些干部大部分是由基

层抽調的业务熟練干部，如能适当的縮减管理人員，

使这部分人充实基层，这样做旣能提高企业业务管理

水平，还能縮减管理經費。
（三）各級財政部門和交通銀行应加强对合营工

业企业財务的监督和檢查。目前由于新合营企业比重

較大，某些企业还不善于按社会主义經济核算制原則

經营，因而財政机关对这些企业进行帮助和加强监督

檢查工作是很重要的。

对 工业 产 品 降 价后

大 修 理 基金提存 的 意 見

宮 齐 方

1956年国家决定降低部分工业

产品調撥价格后，凡使用降价的工

业产品，在生产成本、基本建設工

程造价和大修理支出都有所减低。
1957年起，国家对基本建設規定按

新价計算工程造价；对生产成本規

定在1956年基础上提出降低指标。
因此，这两項已不存在由于工业产

品降价后的受益額問題。但大修理

方面还仍旧按原来的大修理折旧率

提取大修理基金，但是在大修理时，

却使用了降价的工业产品，减少了

大修理支出，这样就使提存的大修

理基金和大修理的支出 发 生 了 差

額，也即是工业产品降价后的大修

理基金应該提存多少的問題。因为

企业單位大修理支出的資金来源，

是根据企业固定資产折旧率中大修

理折旧率，提取大修理基金来解决

的，而目前固定資产价 値沒 有 重

估，折旧率也沒有变动，因此提存

大修理基金幷沒有因使用降低的工

业产品有所减少，可是固定資产的

大修理支出却减少 了，这 样 就使

企业增大了成本支出，影响了国家

資金的积累，造成了大修理基金的

多余，和提取大修理基金的目的也

是不相符合的。
根据統計，1956年工 业产品降

价后，减少大修理支出額約 1，700
余万元，这一数字不仅在1956年度

里发生降价的差額，而且在 1956年

以后大修理支出仍可以 发生差額，

匡計約有20余年。因此如何在1957

年和以后若干年內將这一部分受益

額組織到国家預算中来，是一个値

得考虑的問題。个人認为可以有以

下几种方法：

（一）根据1956年（或1956年

前两三年）大修理支出所消耗的降

价物資数量，按降价前和降价后的

价格計算出总金額，其差額就是因

工业产品降价后，减少大修理支出

額。但这一部分受益額可以 发生多

少年呢？由于各部門固定資产耐用

年限和磨損程度不一样很难准确計

算。簡單的方法，可以根据1955年

末資产負債表內的在用固定資产凈

額除每年提取基本折旧額，其商数

就作为1955年以后在用固定資产尙

可使用的年限。即（1955年末在用

固定資产凈額）/ （1955年基本折

旧总額）= 1955以后在用固定資产

尙可提取折旧的年限。（如个別固

定資产只提大修理折旧者，則以大

修理折旧額作为除数）按以 上 方

法， 計算出大修理受益額和受益年

限，就可以 通过利潤或折旧形式，把

这部分受益額，組織到預算中来。
这样方法計算简便，不用变动

折旧率，也不用进行固定資产重估

价。其缺点：（1 ）与每項固定資

产大修理实际情况 有出 入。因 为

1956年大修理的固定資产不一定在

1957年仍要进行大修理，而1956年

沒有进行大修理的固定資产在1956

年以后却要进行大修理，因此大修

理支出的金額也就不一样。（ 2）
計算該項大修理支出受益年限也不

够精确。
（二）調整大修理折旧率。即

按每一固定資产或每一类固定資产

原来折旧額中所包括的大修理支出

数結合降价后可以减少支出数換算

成新的大修理折旧率。这样可以使

提存大修理基金切合大修理支出。
同时也保証原有固定資产价値全部

通过基本折旧基金收回。其缺点是

工作量較大；同一固定資产在1956

年前和1956年以后的折旧率却不一

样，使工作复杂。
（三）对固定資产的价値再按

重估价后的固定資产价值調正折旧

率。这样計提的折旧可 以 切合实

际，但工作量大，牽涉面广，問題

也复杂，如重估价后固定資产的价

値將减低，影响法定基金的变动和

提取的基本折旧基金减少等。
以上三种方 法，各 有 利 弊，

1957年应該把这部分大修理受益額
組織到国家預算里来。如采用第一

种方法較简易，但为了 更 切合实

际，也可以 采用第二种方法。究竟

采用那一种方法較好，希望大家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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