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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工作重点  攻克管理难关

湖南省资江氮肥厂财务处

近几年来，随着煤炭价格逐步放开，各种原材料、

电力、运输大幅度涨价和化肥限价等因素影响，我厂生

产经营艰难，在产品产量逐年上升、材料消耗逐年下降

的同时，企业的经济效益出现较大滑坡。在困难面前，

作为企业的财会部门，我们始终坚持把握财会工作重

点，攻克财务管理难关的基本思路，积极变被动为主

动，努力提高我厂财务管理水平。

一、抓住财会、财税改革的要点

1.分析新会计制度对我厂财务管理的影响，有针

对性地采取措施。一是折旧水平提高对目前经济效益

的影响。新的会计制度缩短了固定资产使用年限，使我

厂年折旧率较原有水平提高约 3 个百分点，这虽然影

响了我厂目前的经济效益，但从长远看则有利于增强

企业的发展后劲。我们从工厂长远利益出发，按新制度

规定及时足额提足了折旧。二是取消专款专用对资金

调控的影响。各项资金统一集中使用，使企业在资金紧

缺的情况下可能产生两方面的矛盾：即到位的专项资

金使用无保障，专项用款范围无法控制。为此，我们重

新制订了总量资金调控管理办法，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三是销售实现标志的改变对货款回收的影响。新会计

制度规定销售的实现以收到货款或取得收回货款的索

取权为标志，这将导致应收帐款的急剧增加。因此，我

们在内部考核时将货款回收率作为主要考核指标。四

是成本核算方法改变对内部承包的影响。长期以来，我

们已摸索出一套内部成本费用考核指标和管理办法，

在完全成本法改为制造成本法后，我们重新测算和制

订了各项成本指标，并纳入厂内经济责任制严格考核。

五是会计报表体系的改变对内部信息资料提供的影

响。按新的会计制度，对外会计报表比较简单，而企业

领导更需要的是有关内部信息资料，为此我们结合本

厂实际情况，另外编制了一套完善的内部报表。

2.搞好新旧税制转换，降低税负增效益。新旧税制

对企业财务部门来说，最大的区别在于管理的要求和

目的不同。长期以来，我厂各项产品均是缴纳产品税，

产品税是按销售收入 乘以相应的税率计算得出，计算

方法简便，实行新的增值税后，财务管理的内容、方式、

工作量各方面的难度加大，不仅计算方法复杂，而且进

项税抵扣额与财务部门的政策水平、执法水平、管理水

平密切相关。也就是说，可以通过加强财务管理而降低

税负。为此，我们在执行新税制过程中，始终把握降低

税负增效益这一要点，并采取相应的措施：（1）组织全

员系统培训。税制改革对企业财务部门而言，必须抓住

三个环节：一是改革初期掌握实际操作方法，二是实施

过程中进行严格管理，三是通过严格管理，堵塞税改上

的各种漏洞增效益。要抓好这三个环节，业务培训是关

键。在 1994 年 1～5 月我们共举办了 12 期厂领导、中

层干部、财会人员、供销人员共 1 200 多人的学习班。为

检验新税制学习的成果，1994 年 10 月我们又举办了全

厂“新会计制度、新税制知识抢答竞赛”，得到了有关部

门的高度评价。（2）进行全面的税负测算。实施增值税

后，我们组织五名精干的财会人员，对全厂的税负进行

测算。根据全厂约为 4.8%的综合增值税率，依此测算

原材料、燃料、电力等项的抵扣税额，并分解到有关职

能部门严格考核，据此调动各职能部门降低税负增效

益的积极性。（3）实施全过程的进项税额抵扣管理。我

们的办法一是堵住以开增值税发 票为由趁机搭车涨

价现象；二是不准在无增值税发票的单位采购物资；三

是对个别不出具增值税发票的用户，价格上严格卡住。

通过上述措施，1994 年我厂堵住了税改过程中的各种

漏洞，达到了降低税负增效益的目的。

二、把握财会工作的重点

1.用活资金，建立资金运用总量调控机制。其具体

内容：一是在资金管理模式上，打破原有生产资金和专

用基金分块使用、互不融通的格局，实行总量资金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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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使用。即对企业的生产资金、更改基金、大修理基

金、福利基金等根据年度提取和预算情况，由财务和计

划部门统一综合平衡，编制年度资金平衡表；二是成立

资金管理委员会。为加强全厂资金统一调度，建立以厂

长、总会计师和各有关职能部门参加的资金管理委员

会，负责全厂资金回收、运用、资金成本的组织安排和

评价分析；三是严禁资金安排上的“赤字计划”。企业的

资金安排必须以来源为依据，在无资金保证的情况下

不准铺新摊子、上新项目，更不得搞内部“钓鱼”工程。

四是坚持资金使用上的计划性和有偿性。对原由专用

基金渠道开支的项目，坚持按计划使用，在此基础上对

内部各承包单位使用资金由过去无偿占用改为有偿占

用，以调动各单位节约使用资金的积极性。由于内部资

金用活了，近几年来，我们在生产规模翻番的情况下，

企业流动资金贷款仍维持在 1990 的贷款水平上，每年

节约利息支出 200 多万元。

2.管好价格，成立企业价格管理委员会。企业走向

市场后，对产品、物资的价格管理成为财务部门的工作

重点之一。从 1992 年年初开始，我们成立了由财务牵

头，企管、供应、机动、销售等部门有关人员参加的价格

管理委员会，使财务部门在价格管理上由过去的“演配

角”变为“当主角”。在价格管理上我们主要抓了七个方

面的工作：一是争取价格政策。我厂的主导产品尿素不

仅实行专营，而且价格实行严格限制，致使销售价格与

生产成本严重倒挂。我们积极了解全国各地化肥企业

价格情况，并及时向物价部门反映情况，争取政策支

持。二是参与制定和调整产品价格。根据市场销售情

况，运用成本等有关资料，合理制订新产品销售价格，

对滞销积压产品制定合理的削价幅度。三是控制企业

外购原材料、燃料、辅助材料的采购价格。即在订购阶

段参与价格谈判、参与合同会审，在付款时认真审核购

进价格，在入库后根据价格差异进行认真分析。四是搜

集各种价格信息资料，为价格管理打好基础。五是对大

宗原材料和设备要求供应部门采取招标投标方式采

购。六是参与制定内部结算价格。七是负责制定内部各

种收费标准。

在管好价格增效益上，我们的确偿到了甜头。1992

年，仅我 们 财 务 拒付不合理的材料设备价 格就 有

104.21 万元，拒付运杂费 21.22 万元；1993 年拒付 216

万元；1994 年拒付 187.33 万元。1994 年我们将“搞好

价格管理，争创企业效益”作为一项现代化管理成果进

行申报，获娄底地区现代化管理成果二等奖。

三、严把预决算审核关，降低工程造价。为增强企

业发展后劲，近 5 年我厂每年挤出 2 000 多万元用于技

术改造。为降低工程造价，从 1991 年开始，我们把工程

预决算审核作为 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并组织财务、基

建、审计三家预算人员，实行预决算联审制度。对预决

算人员实行工资、奖金费用与工程核减金额挂钩，较好

地调动了联审人员的积极性。在联审人员与建筑安装

单位预决算人员有争议时，我们便委托省造价协会进

行审核。通过这些办法，5 年来，我们共核减各种工程费

用 1 041.45 万元。由于我们在预决算上把关严格，加上

材料设备实行招标投标，尽管在物价大幅度上涨的情

况下，我厂年产 7.2 万吨合成氨、13 万吨尿素扩建工

程，实际总投资为 2.15 亿元，比概算总投资 2.218 亿

元节约 680 多万元。

4.加强会计服务，强化会计监督。我厂现有二级会

计机构近 30 个，特别是实行内部经济责任承包后，会

计人员如何摆正自己的位置，值得研讨。我们的作法是

“用服务促监督”。为搞好服务，我们规定：（1）各 单位

给财务部门呈送的报告必须 10 天之内予以书面答复；

（2）每周星期一财务负责人到有关单位现场办公；（3）

各单位会计人员及时向承包人汇报财务情况；（4）会计

人员不得向任何单位或个人提出无理的个人要求；（5）

搞好有关政策咨询等等。服务工作搞好了，各单位违纪

现象自然减少。为了进一步搞好会计监督，我们每年都

要组织两次财经纪律大检查，对承包单位每年进行一

次承包经营审计。

三、攻克财务管理的难点

1.解决资金管理 上的三个“老大难”问题。1992 年

我 们针对资金管理上的“资金回笼难、储备资金消肿

难、资金计划使用难”的问题，采取如 下措施：一是对货

款回收部门改过去总额回收率考核为按应收货款时间

考核，凡超过三个 月未收回的货款按利息（扣除基数）

扣销售部门的工资奖金，在全厂引起较大震动。销售部

门在此压力下，积极采取相应措施，收到了较好的效

果，1992 年末我厂应收货款金额由 91 年末的 3 140 万

元下降为 1 185 万元，大大地加速了资金周转。二是采

取压缩存在，变死钱为活钱。降低材料库存过去一直由

供应部门解决，效果并不理想，我们在调查研究后，觉

得用料部门计划水份大、大修用料漏洞大是关键原因，

因此我们在储备资金考核上实行连锁考核。此外，我们

还拨了部分奖励基金用于处理积压物资，调动了方方

面面压库消肿的积极性。1994 年我厂生产规模翻番，储

备资金仍维持在原有生产规模的水平上。三是实行总

量资金调控机制，坚持按计划付款。

2.加强成本费用控制。针对成本费用中消费性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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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难以控制、可变费用超支难以控制的问题，我们采

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办法。如对消费性支出我们硬

性规定必须经财务负责人集体研究审批，否则视同违

反财经纪律论处。再如对可变费用超支问题，我们改

变过去的指标加报告批准办法，实行对机关处室先计

划集中审批，后列支报销；对车间、分厂、承包单位采

取不合理开支剔除法，即凡财务部门审计出的不合理

开支不予报销，较好地解决了费用开支失控的问题。

3.加强会计内部规范性建设。加强会计内部规范

性建设，首先是加强会计队伍建设。我们坚持会计人

员持证上岗，择优上岗。1993 年对考核不合格的 3名

财会人员实行待岗，1994 年对无证上岗 2 名承包单位

会计进行辞退，并坚持每年进行一次会计人员业绩考

核，对不合格的实行“内部待业”。通过这些措施，激励

会计人员学习法规政策，钻研业务，提高政治业务素

质。其次是加强规章制度建设。新财税制度实施后，我

们全面修订了《资江氮肥厂财务管理制度和工作标

准》，做到用规范的制度进行财务管理。再次是加强会

计基础工作的检查与考核。近几年来，我厂对会计基

础工作的管理 一直未放松，并结合本厂实际情况，制

定基础工作考核标准，每年进行两次基础工作检查，

使我厂的会计基础管理工作仍保持较高的水平。

责任编辑  泰中艮

理财广场

坚持“四抓”练内功  扭亏增盈迈大步

——陕西拖拉机厂的经验

周培华

曾连续几年亏损，一度处于困境的陕西拖拉机

厂，去年紧紧围绕抓班子、抓机制、抓产品、抓管理，在

资金极度紧张的情况下，维持和保证了生产经营工作

的正常运行，经济效益较上年有较大的增长，出现了该

厂近几年来少有的好势头，扭亏增盈迈出了坚实可喜

的一步。工业总产值较上年增长 52.8% ，销售收入增长

1 倍，减亏 71%。

1.抓班子。扭亏增盈，领导班子是关键。调整后的

厂领导班子，加强自身的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经过两

年困难条件下的锤炼，团结并富有拼搏精神。在厂领导

班子带领下，全厂广大干部职工情绪饱满，心往一起

想、劲往一处使，面向市场“找饭吃”，使主导产品从过

去单一省内市场走向全国大市场，产品供不应求，任务

饱满，为扭亏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抓机制。转机建制增强了企业发展的活力。该厂

1993 年下半年在厂内大刀阔斧地进行了转机建制工

作，建立了“总厂集中决策，分厂灵活经营，独立核算，

自负盈亏”的经营机制。去年进一步发展转化机制的成

果，强化总厂宏观调控职能，理顺生产经营秩序，提高

企业整体适应市场的能力。一是将原来 14 个分厂调整

合并为 11 个，将 18 个处室合并为 16 个，以理顺机构

方便分厂运作，减少相互碰撞。二是强化国有资产管

理。严格实行总厂统管，分厂自主经营的策略。三是强

化指标考核体系。按照经营承包细则，与各分厂厂长、

经理签订经营责任书，明确目标，落实责任。重点考核

分厂的税费上交、货款回收、厂内指令性任务完成和管

理等，各项指标完成与工资总额挂钩，确保主导产品经

营计划的实现。四是按分厂的要求，制订、修改、完善各

项管理制度，保证新机制的运行。

3.抓产品。该厂抓住市场机遇，进一步开拓市场、

开发产品，使产品畅销不衰。

在开拓市场上，一是进一步扩大主导产品市场。

12Z 盘拖产品联营厂由一家扩大到二厂六个公司，产

品覆盖面增加；二是提高 12Z 盘拖产品地区适应性，发

挥名优产品优势，保持差速器特点，实现 12Z 整机通用

型改进，提高互换性功能，扩大市场销量；三是针对产

品市场战线长的特点，采取了散件发运，人跟货走，异

地总装，增加运量，减少磕碰的办法，缩短了产销时间，

缓解了产需矛盾；四是改变结算方式，价格随行就市，

压缩周转量，采取了需方承付运费，货到付款，加快了

资金周转；五是实行质量保险，强化“三包”服务，保证

易损件供应，使农户买的踏实，用着放心，确保了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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