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全面推行铁路电报、电汇，实现了本局管内铁路系统联

网结算、汇兑、票据收付等业务。

5、推行电子化网络，进入全行业“信息高速公路”。通过

对电子化网络的统一规划和分步实施，目前电子化资金结

算程序已在全局资金系统推广使用。内部结算网络每天办

理各项业务达4万多笔，年资金周转量近1 000亿元，局内跨

地区资金结算业务实现零在途，全部达到了不动资金的内

部联网清算，确保了全局各层次、各单位的结算需求；电子

验印设备的使用，有效增强了风险防范能力；内部账户电话

查询业务，为开户单位提供了方便快捷的资金服务；非现场

的远程稽核，使铁路局货币资金监管能力又上了一个新台

阶。这一系列措施不但减轻了财务人员负担，也大大提高了

信息的准确性和及时性。
6、突出资金导向作用，加强成本控制。铁路局的动现支

出约占全部运输总支出的55% 左右，控制动现支出项目对

降低成本至关重要。为此，铁道资金结算中心提出并实施了

通过资金缴拨调控成本的办法：一是从源头把关，在核定资

金作拨定额时，按动现项目成本初始计划进行核定；二是在

过程中调控，随着以现收现支为主体的清算模式的实行和

“以收定支”及“坐拨款”办法的实施，在收入与资金、资金与

成本之间建立起一种以资金为纽带的联动机制，这一机制

与资金管理中的“月结季清”相结合，从而达到了阶段调节

和控制目的；三是在基础上抓实，主要是通过基层站段内部

模拟市场机制的建立，在计划、财务、材料之间建立三方联

动关系，使资金作为联系计划和材料的纽带，在控制成本方

面得以最直接的体现。

三、铁道结算中心效益明显

1、协调资金余缺，及时筹集资金，支持生产和企业发

展。面对运输行业的激烈竞争，铁路运输业遇到前所未有的

挑战，资金紧张成为制约发展的首要问题，铁道结算中心此

时充分发挥了作用。如铁路局为提高运输能力，需要淘汰蒸

汽机车，实现内燃化，但资金一时不能到位，结算中心发挥

自己的优势，及时筹集资金1.3亿元，保证了改造顺利进行。

又如铁路职工住房比较紧张，为了解决职工住房难题，铁道

结算中心提供近20亿元的资金，保证平均每年建设约一万

户的职工住宅，使全局职工的住房陆续得到改善。再如，通

过内部调剂，先后投入10余亿元的周转资金，用于重点项目

开发建设和经济实体急需的流动资金周转，促进了多种经

营的发展。
2、确保资金调剂安全。业内资金调剂是指利用沉淀资

金对系统内单位统筹调剂资金余缺，并按照有偿使用的原

则计收资金占用费。对每笔发放的内部调剂资金，铁道结算

中心均实行事前评估、审调分离、分级审批、事中跟踪、到期

催收、事后分析等措施，到目前为止每年投放10余亿元的调

剂资金，未发生一笔损失；对铁路局而言，业内资金调剂属

于体内循环，虽然不能给铁路局创造纯收益，但通过铁道结

算中心对资金的调剂使用，每年为铁路局减少上亿元的财

务费用。
3、货币资金整体效益稳步增长。铁道结算中心努力拓

展有效渠道，合理运作资金，通过铁路局资金投资管理委员

会的授权，开辟国债投资市场，购置铁路债券，加大业内调

剂资金力度，十年间累计为铁路局直接创效9亿元。内部结

算网络的运行，使局内跨地区资金结算业务实现零在途，仅

此一项，每天就可获得银行利息收入10万元左右，使资金的

时间价值、经济效益极大提高。
（作者单位：济南铁道结算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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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加强现金管理

郁华伟  王 立

一是加 强对会计人员的职 业道德教育。一个单位

的现金出纳是一项基础性 工 作，一般来说，担任此 职 位

的年轻人居多，由于他们的阅历及 工作经验有限，抵 制

不良风气和坚持原则的能力不是很 强，因此 ，应加 强对

现金出纳的职业道德教育，使他们在提高业务水平的

同时，也不断提高职 业道德水准，自觉维护国 家财经纪

律。
二是完善现金的存取款制度。即完善银行存款基

本账户和一般账户的职能，基本存款账户 办理现金 支

付 ，只 收 不 支，由出纳会计管理；一般存款账户 负责办

理资金结算，向基本户拨付资金，控制现金支出，由财

务部门 负责人管理。严格执行现金库存限额制度和银

行转账支付制度，按照现金使用范围 支付现金。对借出

现金要认真核 实 用途，履行严格的审批手续，登记 造

册，并及 时清理回 收。实行现金管理公 开化 ，形成财务

部门集体管理现金的责任机制。
三是健全监督机制。完善单位 内部相互 牵制和监

督制度，定期和不定期盘点现金，核 对银行对账单，对

未达账要逐笔查明原因，防止资金被挪用。收取现金要

使 用正规票据，定期实行岗位轮换制。及时发现现金管

理中存在的不 足 ，使 所有财务人员处在监督与被监督

的环境之 中。同时金融机构的监督对现金管理也起 着

重要的作用。
（作者单位：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高资镇财政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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