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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改革  强化管理  

开创财会工作新局面

浙江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财务部

我们浙江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是全省 89 个市、

地、县供销社的联合体，有 833 个基层社，是贸工结合、

内外贸并举的集团型经济实体。1994 年，全省供销社实

现商品购销总额达 783 亿元，居全国供销社系统第 2

位，利润居第 5 位，年末净资产居第 3位。省社本级实

现营业收入 49.7 亿元，自营出口创汇 2.3 亿美元，综

合经济效益 2.2亿元，年末净资产达 11 亿元，1994 年

列全国 500家最大服务业企业流通业第 18 位、批发业

第 3位。

近几年来，我们财务部按照“系统联合体与本级经

济实体并举，共同发展”的要求，紧紧围绕改革与发展

的需要和不同时期的工作重点，积极参与、指导全省供

销社企业的“抓改革、促发展、练内功、增效益”活动，不

断改进和加强供销社的财会管理工作，取得了较好的

成效。我们在国内贸易部开展的全国供销社会计报表

和财务分析同工种竞赛中连续三年获第一名；1994 年

在国内贸易部首次开展的全国供销社财会三项管理指

标（扭亏增盈、结算资金管理和净资产增长额）考核中

名列前茅，是唯一受到内贸部表彰的单位；连续五年被

评为省供销社先进处室，并多次受到嘉奖；在省财政厅

组织的全省财会知识竞赛中两次荣获组织奖。

一、积极参与供销社改革，改进和加强财会工作

近年来，我们改变财会工作偏重于常规性的工作

布置和操作性的技术处理的做法，积极参与企业的各

项改革，当好领导参谋，做好配套工作。

1.结合供销社的改革重点，及时提出相应的实施

方案和财务管理办法。建立健全多种形式的责任制是

企业管理的一项关键性的基础工作。1988年，我们起草

了承包经营责任制实施细则，下发给全省基层供销社。

该细则以利润考核为中心，以企业发展后劲和增加积

累为重点，较好地调动了企业内部各单位的经营积极

性，当年全省供销社实现利润总额达 3.9 亿元，是供销

社历史上实现利润最多的一年。1989年，针对部分企业

承包经营中存在的短期化行为，我们通过调查研究，及

时提出了《关于继续深入和完善承包经营责任制的若

干意见》，使短期化行为得以克服。并且，首次对涉农企

业，如农资企业、棉麻企业提出了社会效益的考核办

法，对涉农企业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1992年以来，

我们根据供销社企业的性质、特点和现行管理体制，及

时制定了以资产管理为纽带组建集团总公司的财务管

理和会计核算办法，确保了县以上供销社改革的有序

进行和平稳运转。1993年，我省供销社以保障集体资产

保值增值为核心，积极推行资产经营责任制和股份合

作制试点，我们又及时提出了相应的财务管理和会计

核算办法，以指导性意见下达各地参考实施，对进一步

规范各种形式的责任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2.健全管理制度，狠抓扭亏增盈。基层社是供销社

系统的基础，也是供销社管理工作中的难点。近年来，

我们按照省社提出的“以改革总揽全局，大力加强基层

社建设”的总体要求，始终如一地把基层社的财务工作

作为重点来抓。1991 年，我们针对基层社的财务管理现

状，草拟并下达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基层供销社财务管

理的意见》，并在实施过程中不断加以补充和完善。

1994 年，我们又根据基层社的经营状况颁发了相应的

会计核算和财务管理办法，加强了基层社的内部管理，

有效地防止了基层社资产的流失，提高了经济效益。

1990 年以来，我们连续五年把基层社扭亏增盈工作列

为全省供销社工作的重点之一。作为职能部门，我们经

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并提出意见和建议，如提出对县

（市）联营商品实行“上小下大”的财务分成办法、把扭

亏目标纳入省社对各地、市、县供销社主任考核的主要

内容之一等。由于各方面措施得力，全省基层社经济效

益连续 6年大幅增长。1994 年，在全国基层社大面积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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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亏损的情况下，我省基层社赢利面达 75%以上，当年

实现利润位居全国各省基层社第一。

3.加强与相关业务部门的交流、配合，促进供销社

企业的发展。我省供销社企业一直承担着茶叶、蚕茧、

棉麻等大宗农副产品的收购以及农资商品供应等政策

性较强的工作，为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做出了巨大贡

献。但是，由于历史原因，供销社企业面临人多负担重、

经营业务政策性强而利润薄、经营设施落后等实际困

难，对此，我们按照财政、税收、银行信贷等管理规定，

平时注意与省财政、税务和银行等部门沟通情况，及时

反映供销社工作中碰到的困难和问题，得到了省财政、

税务和银行部门的理解和支持，给我省供销社的进一

步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使我省供销社增强了

发展后劲。

二、狠抓财务管理，促进企业练内功增效益

在供销社深化改革过程中，我们不但注意财务会

计制度和管理办法的配套改革，更把管家理财、进一步

加强内部管理、促进企业提高经济效益放在突出位置，

做了大量工作。主要有：

1.盘活资金，加快处理经济包袱。1989年，我们针

对一些企业实行承包办法后出现的短期行为，提出了

改进和处理办法，将“核定比例，半年度检查，年终考

核”的办法和具体实施意见下发全省供销社系统，严格

财务检查和考核，收到了积极的效果，1989 年和 1990

年两年里全省供销社处理和消化经济遗留问题达 3.3
亿元。1991 年，我们在总结前两年经验的基础上，进一

步提出了“余额控制、目标管理、按季检查、定期通报、

年终考核”的办法，明确规定各级供销社在企业内部承

包中要将经济包袱的处理消化作为承包指标之一，并

列为承包责任制奖惩考核的主要内容。采用这一办法

后，1991 年处理和消化经济包袱达 2.7 亿元。近几年

来，由于我们重视抓经济包袱的处理，从而使我省供销

社的资金周转速度在全国供销社系统中处于领先地

位。

2.多方筹集资金，加强流动资金管理。针对企业库

存高、结算资金占用大、结构不合理等突出问题，我们

着重抓了资金的结构调整、优化配置，切切实实地把资

金管理工作的重点转移到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上来。近 4

年来，我们与省社会计学会联合，组织了两次全省性的

资金管理专题研讨活动，收到了 70多篇学术论文，通

过研讨，找出了内部资金管理中的薄弱环节，总结交流

了资金管理的经验，省社还专门制定下达了《开展商品

保本保利期管理的意见》、《进一步加强流动资金管理

的意见》。我们还根据企业经营中资金紧缺的现状，千

方百计多渠道筹集资金，缓解企业资金紧张的矛盾。近

3 年来，我们共向农行总行和原商业部借入流动资金累

计 1 亿多元，各地也通过想方设法组织调剂闲散资金

等途径，较好地解决了企业扩大经营、开拓业务所需的

流动资金。

3.加强财务监督和审计监督，进一步规范企业行

为。“两则”“两制”和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条例，赋予了企

业充分的自主权。因此，在企业管理中如何做到放而不

乱、管而不死，成了我们财务部门需要研究的课题。我

们在落实企业自主权的同时，着重加强和规范企业内

部的财务行为，把对直属企事业单位事无巨细的直接

管理，转为主要通过财务监督和审计监督手段规范直

属单位的经营与管理活动。具体做法是：一是结合一年

一度的财税大检查促使企业增强纳税意识，遵守财务

制度和财经法规；二是开展不定期的专项审计，及时发

现和暴露内部管理中的薄弱环节，促使企业堵塞漏洞；

三是实施一年一度的责任制考核兑现审计，防止承包

责任制实施后企业的短期行为；四是对直属企业单位

的法人代表和主要负责人的调整实行离任审计制度，

以明确经济责任，妥善处理有关遗留问题。这四方面的

做法现已在全省系统内普遍推行。

三、加强财会队伍建设，进一步提高财会人员的自

身素质

“两则”“两制”和新税制全面推行以后，财会队伍

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是知识更新。同时，现代企业制度

的推行和供销社改革的深化，也给财会人员的自身建

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使供销社财会人员尽快适应

制度的转换和形势的变化，更好地发挥财会职能的作

用，近几年来，我们积极创造条件，采取多种形式开展

培训活动。一是抓分级培训，按照分级负责包干的原

则，一级抓一级，即省社负责地、市、县供销社财会科

（处）股长的培训，地、市供销社负责基层社和县以上企

业主办会计的培训，县（市）社负责其他一般会计人员

的培训；二是利用省社直属五所供销学校的师资和教

学设施分期分批培训；三是以长会短训的方式聘请有

关专家教授讲解财会新知识和会计改革动态，使财会

人员不断接受和更新知识；四是与省社会计学会的学

术研究活动相结合，就一个时期中的财会工作难点和

热点问题进行专题研讨，并组织撰写学术论文。通过以

上各种方式的培训，使全系统 12 000多名财会人员普

遍得到了一次轮训，有相当一部分财会骨干受到了两

次以上的培训，从而提高了财会人员的业务素质，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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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两则”“两制”和新税制的顺利实施，受到了省财政

厅等有关部门的表扬。几年来，我们在搞好培训的同

时，还着重从四个方面帮助和促进财会人员提高业务

素质，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一是编印财会制度问题解答

和学习资料。仅贯彻实施“两则”“两制”时我们就编印

《商品流通企业财务制度、会计制度学习提示》一书

8 000多册。二是积极组织、参加财会知识竞赛。1989 年

首次组织开展了全省供销社财会知识竞赛。得到了省

财政厅、原商业部财会司有关领导的肯定，决赛的录像

在全国供销社财会处长会议上作了播放。1990 年组织

训练供销社系统代表队参加全省珠算比赛，获省级系

统队团体第一名、个人全能第一名。1994 年组织省社直

属企事业单位财会人员参加新制度知识竞赛，两名选

手获省级机关三等奖。三是全面开展了会计达标升级 一

工作。到 1991 年底止，全省系统开展达标升级面达

70%以上，有 150 多个单位通过了达标验收，其中省属

企业升级面达 75%，名列全省各厅局前茅，受到省财政

厅的好评。四是连续几年在全省系统开展了同工种竞

赛活动，促进全省系统广大财会人员不断提高业务水

平和整体素质。  责任编辑  周文荣

理财 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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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亳州古井酒厂依靠

古井贡酒这一国家名牌产

品，走规模效益之路。对外立

足市场，努力扩大产品销售；

对内深化改革，苦炼内功，强

化管理，企业规模不断扩大，

经济效益逐年上升。1994 年，

我厂净资产已达 7 亿多元，

实现工业总产值 7.36 亿元，

税利总额 3.3 亿元，连续五

次进入全国 500 家最大利税

工业企业之列，成为亳州市

财政收入的支柱企业。

在企业发展壮大过程

中，我们计财处起到了积极

的作用。计财处下辖财务科、

审计科、资金调配中心和计

统科四个职能科室。自 1990

年以来，我处多次被亳州市、

阜阳行署评为先进集体，在

1993 年和 1994 年度的财务

物价税收大检查中，我厂又

连续两年被评为省“遵纪守

法先进单位”，受到了省政府

的表彰。这个集体中的很多

成员还荣获过市、地先进个

人的光荣称号，1994 年一名

会计人员还被省总工会授予

“五一劳动奖章”。

一、重管理 积极参与

经营决策

1.积极进行市场分析，

参与经营决策。进入 90 年代后，酿酒行业竞争异常激

烈，行业发展失控，地方小酒厂遍地开花，全国各大厂

家也面临着市场的严峻挑战，尤其是酿酒的主要原料

粮食价格成倍上涨，这些都给我厂的发展带来了较大

的困难。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和原材料价格的迅猛上

涨，古井酒厂究竟是走提高产品售价来增加企业效益

之路，还是走薄利多销之路呢？我们计财处根据本厂的

历史成本进行财务分析研究，终于找出了节约成本的

突破口，同时我们又配合营销部门进行市场调查分析，

掌握变幻不定的市场行情，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对厂决

策层推出“降度降价（就是将 60 度古井贡酒，降到 55

度和 38 度两个系列，同时降低市场零售价格。）眼睛向

内，挖潜革新，扩大生产”的经营思路起到了积极作用，

经济效益越来越显著。

2.注重制度建设，强化会计基础工作。1993 年 7

月，我国对企业会计制度和财务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

为搞好新旧会计制度的衔接，我处组织会计人员认真

学习财政部有关新旧会计制度转换的政策，结合企业

实际情况，制定了《古井酒厂新旧会计制度衔接方案》，

并对古井酒厂原来的财务管理制度进行修订，编成了

《古井酒厂财务会计制度》，使新制度改革得以在企业

落实。为了规范会计工作标准，我处还制定了《古井酒

厂会计基础工作考核细则》，印发全体会计人员对照执

行，每季度对厂内各单位会计基础工作检查一次，并按

《考核细则》进行百分制评价，记入档案，作为年终会计

人员评优依据。每年七月，组织各单位会计人员进行互

查，互学，取长补短，以达到 共同进步的目的。由于我

厂会计基础工作做得扎实，在全省率先达到国家二级

标准。

3.堵塞收支漏洞，严格把关守口。我厂财务管理的

最大特点是“严”。作为全省利税大户，在费用开支上却

精打细算，严把关口。如内审科每季度配合会计基础工

作检查，进行财务收支审计，形成审计报告，上报厂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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