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层下达到事业部、车队和车班，使每一

位列车长、乘务员都明白自己担当的

列车单趟应该完成多少收入、上座率

达到多少才能盈利，从而主动改善服

务质量，吸引客流，提高列车上座率。
同时，及时掌握各车次客票收入的完

成情况，与收入预算进行对比分析，为

调整和优化列车开行方案提供依据。
三是强化资金集中管理，为财务

预算管理提供资金保障。资金跟着预

算走，预算资金按照进度拨付，利用资

金手段调控成本预算的执行。大宗物

资的资金由公司统一对外结算。事业

部和各成本中心严格按照成本预算及

专项预算使用资金，不允许资金在不

同的预算项目之间进行调剂，严禁将

预算资金用于预算之外的其他用途。
事业部和成本中心都没有融资权，资

金的缺口由公司统一筹措。通过严格

的资金预算管理，确保了公司生产经

营、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的资金需求。

四是推行物资采购招标制度，从

源头上加强成本预算的管理。公司实

行物资集中采购，逐步弱化事业部及

成本中心的材料采购权限，对列车卧

具备品、大宗的车辆配件等常用物料

实行公开招标，定点定厂统一采购。事

业部只可在限定金额内自行采购普通

材料。通过集中招标，大大降低了材料

消耗成本。2001年集中对五趟进京列

车的卧具备品、乘务员制服进行了招

标，单位价降低近30% ，仅此一项就节

约成本310多万元。
五 是对相关实业实行一体化管

理，完善了财务预算管理的内容和范

围。将与运输主业相关的餐饮、多种经

营、工附业等相关实业统一纳入公司

管理考核，全部回归主业核算，变多本

账为一本账，纳入公司财务预算管理。
对这些单位的收入、支出、利润、资金

都编制下达财务预算，按规范的财务

预算方式进行管理，向上级部门汇总

编报一套报表。将相关实业的工资分

配纳入公司人工费用总预算统筹考

虑，统一政策，合理分配，消除了多元

经营收入隐形分配的现象，既规范了

管理，堵塞了漏洞，又能取信于员工，

得到了大家的赞同。
六是相关服务市场化运作，减少

了预算控制的层次和环节。对列车保

洁等非核心业务和公司不够擅长的业

务实行外包，使公司能够更好地将精

力集中于旅客运输服务这一核心领

域，提高核心竞争力，同时节约人力成

本和设备投入，减少成本控制环节。

2001年，公司先后将各客运事业部库

内列车、卧具等清洗保洁工作外包给

了专业化的保洁公司，提高了列车服

务质量，并节约成本50多万元。
七是注重预算的编制和审核，事

前化解预算执行过程中可能发生的矛

盾。由公司确定总体经营目标和预算

编制原则向事业部公布，事业部根据

实际需要编制预算建议。事业部预算

编制从班组开始，并根据隶属关系逐

级审核、汇总，班组预算由车间审核，

车间预算由成本控制中心审核，成本

控制中心预算由事业部审核，最后将

预算建议上报公司。公司进行预算审

核主要是确定哪些是必须做的，哪些

是不能做的，哪些是可做可不做的；哪

些钱该花，该花多少，而哪些钱不能

花。审核的方法主要是验证预算建议

的真实性，在征求事业部意见的基础

上，根据财力和项目的轻重缓急进行

排队和取舍。在预算的编制和审核过

程中，公司上下充分交流信息，统一认

识，使各级责任人熟悉了生产业务和

定额管理，明确了责任和目标，从而大

大减轻了预算控制的难度。在实际操

作中，我们考虑客运公司是新成立的

公司，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没有

相关的历史资料和数据作比较，因此

我们采用的是 “零基预算”的编制方

法，通过自下而上、自上而下的多个来

回，不断进行修订、完善，使预算尽量

接近公司的真实情况。
八是加快管理信息化进程，为财

务预算管理提供技术支持。实行财务

集中管理和成本实时控制，必须有功

能强大的计算机网络系统支持。我们

投入1 000多万元资金用于管理信息

系统建设，实现了公司与各事业部之

间的网络连接、信息传输、实时查询和

过程控制，保证预算的提报、审批、执

行、控制都通过网络系统实现。将生产

作业信息及时转化为财务核算信息，

实现业务管理和财务系统一体化连

接，达到实时查询和实时控制的目的。

责任编辑  周文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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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讯

2002 年 3 月 5 日 ，新中大软件股份有限公 司在京

召 开新闻发布会，率先在国内发布“互 动管理 ，超越

ERP”的全新管理思想，全面挑战传统 ERP 软件。据 了

解，互动管理不但全面 涵盖了 ERP 的管理思想，解决

了企业管理中资源合理配 置的问题，更通过其电子商

务系统 、客户 关 系系统 、人力资源 系统 以 及工 作流管

理 系统 等功能模块 大大丰富了企业管理思 想的 内涵

和外延。互动管理 i6 系统 并非一些功能模块的 简单

拼凑，而是从技术上和管理思想上进行的全新构架。
同时，“互动管理”的适应性比传统的 ERP 系统 更加

广 泛 ，企业可以 根据 自 身需求随时选择 i6 系统 中的

不同管理模块来完善企业信息化建设。
（本刊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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