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缩支出规模。要求各行取消各部门的多头开户，只在财会部

门设立一个“费用存款专户”，并不得透支。同时规范工资核

算和管理，要求各行对各项工资性支出都必须纳入工资总

额管理并执行国家统一的工资政策。（3）加强对装修及租赁

等项开支的管理。（4）推行分部门核算，逐步实行绩效挂钩。

分部门核算在全系统推广后，准确反映了各部门的成本和

效益情况，增强了部门成本意识、效益意识。（5）在费用控制

方面采取总额控制与比例控制相结合的措施。对全系统费

用实行费用指标总额控制，各管辖行根据辖内情况进行分

解，逐级下达。费用总额指标是一个硬性的预算约束指标，

各行未经上级行批准一律不得擅自突破。对于业务宣传费、

业务招待费、职工福利费、工会经费等费用严格按照国家规

定的比例提取。（6）在费用分配方面，实行“按季下达，按月

监控”。
中国农业银行的做法则是对业务管理费用的分配打破

以往基数增减的分配模式，实行零基预算，在保证各分行基

本需要的前提下，加大向效益倾斜的力度；对需要货币资金

支付的其他营业支出，在实行费用统一管理的同时严格按

有关规定进行管理和控制。费用管理的原则是：总量压缩、

专项管理、分类指导、效益挂钩、按季考核。

三、 资金管理 与内部资金划 转定价

目前，各国有商业银行在原有五级管理的基础上都在

逐步建立和完善全行统一调度资金办法，强化总行和一级

分行资金调度能力，增强全系统集中保支付、保重点的能

力。同时，按照以二级分行为经营核算单位的要求，把原来

分散在县支行以下机构的资金作为营运资金全部上划二级

分行集中管理。在法人授权制度方面，总行根据经营管理的

需要，对一级分行和准一级分行授予了包括营运资金、贷

款、担保、拆借等十余项业务经营管理权。
与此相适应，大部分商业银行实行了以部门核算为基

础的责任会计制度，分清各部门的责任，调动各部门的工作

积极性和主动性。在资金管理上，对分支行的资本金实行集

中授权管理，并实行有偿使用。既加强了全行资本金管理，

又为各分支行创造了公平竞争的条件。
内部资金划转定价作为对各业务品种或各责任部门的

经营绩效评价提供相对合理的基准，以及激励各责任部门

更好地实施经营管理并使其经营目标与全行整体目标保持

一致的手段，是有效实现责任会计制度、合理使用和管理资

金的关键环节。目前各商业银行制定内部资金划转价格的

基本依据和原则大致相同，即以中央银行公布的标准利率

或同业市场利率为基础计算确定相应的内部资金划转价

格。但在具体计算确定的方法上，各商业银行根据自身的特

点分别制定相应的方法。例如，中国建设银行采用单一价格

的设定方式，即资金筹集部门的资金卖出价等于资金使用

部门的资金买入价。计算方法是，以现有的存贷结构与中央

银行公布的标准利率为基础，计算出全行平均贷款收益率

及存款平均付息率，扣除分摊的非人力费用支出和营业税

金后，再综合考虑同业市场利率，加权计算得出。

四、业绩 考核

激励机制是银行监督、控制和分配制度的核心，而选择

业绩考核指标体系是建立激励机制的基础和关键。在科学

合理的激励机制下，银行管理者对被管理者的激励合约应

该依据后者的工作努力程度来确定。但是，管理者一般不可

能直接观察到被管理者的工作努力程度，只能通过相关的

考核指标来获得被管理者工作努力程度的信息。因此，业绩

考核指标选择的可靠性对于银行激励机制效率的高低有着

决定性的影响。
目前，我国各商业银行都已建立相应的业绩考核制度，

定期对各分支行的经营管理状况和经营成果进行考核，这

对提高各商业银行的经营业绩起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由于各商业银行的基本情况不同，业绩考核指标以及考核、

奖励办法也不尽相同。以中国建设银行为例，为全面而真实

地反映各级机构的经营成果，该行建立了由考核指标、控制

指标和分析比较指标组成的指标体系。综合考评指标共设

置十项，实行百分制考核，各项指标的最高分值依据该指标

的重要程度确定，具体包括：（1）资产收益；（2）经营集约度

指数；（3）贷款利息实收率全分行水平比例；（4）综合费用率

全分行水平比例；（5）人均中间业务收入；（6）资产损失率；

（7）当年到期贷款回收率；（8）不良贷款降低率；（9）相对存

款市场占有率；（10）综合经营计划完成率。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会计系 厦门 大学会计系

  香港理工 大学中国会计与金融研究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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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 3 月 26 日 ，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 司在

北京举办了 ERP 产品 推介会，介绍其 U8ERP 全 系

列 产品 的 最新发展。这次 推介的 U8ERP 具 有成

熟、全面、易 实施的特点 ，首先从客 户自身的现 实

情况 出发，比如 行业竞争特点、企业规模、管理进

步程度，从最核心的也是最体现 效 益的部分入手，

选择较优 、较快的导入起点，使 ERP 首先成为企业

关键业务的 支持系统，而后向其他管理延伸。
（本刊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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