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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国有交通施工企业的

固 定资 产管理

叶学真

目前，全国上下正掀起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高潮，

给诸多的交通施工企业带来了良好的发展机遇。然

而，也有许多企业困难重重，举步艰难，在激烈的市场

竞争中，处于被动的状态。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仅

就企业的固定资产管理方面，谈谈自己的看法。
目前，许多国有交通施工企业大型设备闲置严重，

如道路的沥青摊铺、拌和设备，桥梁的深水位桩基础施

工设备，隧道的大型掘进设备等。这些设备的投资额

均在千万元以上，长期闲置，严重影响了企业的经济效

益。
其次，一些国有交通施工企业（以下简称企业），由

于日常固定资产管理跟不上，大批的机具设备得不到

正常的维修保养，因此设备老化快，使用率、完好率低，

增加了机械使用成本，降低了企业的经济效益。
第三，常规设备缺乏，更新困难，制约了企业的竞

争能力。由于固定资产使用周期较长，投资回收慢，加

之机械使用成本高造成企业积累少，因此机具设备更

新资金缺乏。
那么，如何改变这种状况呢？本文拟从加强固定资

产的投资管理和日常管理两个方面，谈点初步看法。

一、加强固定资产的投资管理

交通施工企业由于其工程施工的特性，添置一些

大型设备是必须的。那么怎样既避免盲目投资造成设

备闲置，又能满足交通的需要呢？摆在经营者面前的重

要问题是加强固定资产的投资管理。特别是对一些投

资额大，使用率不高的设备要进行财务分析，进行可行

性研究。这似乎是个老问题了，然而，长期的计划经济

的习惯思维，造成人们争投资项目的怪病还在继续，很

不适应市场竞争和企业自我发展、自负盈亏的现实需

要。我们单位在一次高速公路路面工程投标活动中也

曾面临过这样的问题：据工程设计要求，必须添置一套

沥青拌和摊铺设备，需投资 1 600 万元以上。当时，我

们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高速公路建设刚刚开

始，3—5 年内将形成一个高潮，购置这两套设备将有

利于企业参与市场竞争，可揽取相当部分的工程业务，

又增加了企业的实力。另一种意见认为这两套设备购

置费太大，企业每年需负担资金占用费 100 万元，折旧

300 万元，如果闲置一年就等于吃掉了企业全体员工

的全年工资，风险太大。根据这两种意见我们进行了

测算。第一，该两套设备由于自身的特点使用率不高

已是先天不足。因为沥青路面工程对季节气温要求很

高，全年使用期仅为 1/3。因此，在有限的时间里收回投

资有一定的难度。第二，本地区在 5 年内，高速公路路

面工程总量在 6 亿元左右，我们最多只能竞争到 1/3

的工程量（即 2 亿元工程量），按净利润 7 % 计可获得

1 400 万元的收益，而该套设备 5 年内保本经营量为 3

亿元左右，尚缺 1/3 的工程量需要跨地区跨省竞争部

分工程业务。这样，势必带来一套设备同一时间在本

地区施工吃不饱，跨地区施工又无法进行的局面。第

三，按照行业专家的预测，高速公路路面工程，有可能

采用水泥路面工艺，打破目前一律采用沥青路面施工

工艺的可能性极大。因此，根据以上三个方面的考虑，

购置上述沥青拌和设备很可能造成严重闲置的后果，

这是企业承受不了的负担。针对上述情况我们作出了

暂不投资购买这两套设备的决策。现在回过头来看，

这一决策是明智的。如果购置这两套设备，企业的设

备总量增加了，报表上反映企业的资产规模扩大了（也

可以说经营规模扩大了），但是，经济效益却会因此受

到严重的威胁。投资不能增加效益是十分危险的行

为，企业应该尽量避免。因此，企业固定资产投资要注

意量力而行，要进行必要的市场调查、财务分析和可行

性研究，尤其要避免陷入因重复建设、重复投资带来效

益低下的困境，不断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益。

二、重视固定资产的日常管理

交通施工企业，由于其行业特性，固定资产的日常

管理是一个老大难问题。线长、点多、管理分散，造成

机具设备维修保养不足，导致机具设备使用寿命短，机

械使用成本高，一方面影响了企业购置机具设备的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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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性，影响了机械化施工的发展，使企业长期处于低水

平的施工方式；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先进的施工机械，使

企业降低了市场竞争能力，制约了企业的发展。
因此，降低机械设备的使用成本，提高机具设备的

使用率、完好率就成了交通施工企业固定资产日常管

理的永恒主题。但是由于人们习惯于固定资产的实物

形态管理，不注意价值形态的管理，认为只要机械设备

还在，就尽到自己的职责了，这样的结果很可能是机具

设备还在，却已是一堆不能使用的废铁了，无形之间造

成国有资产价值流失。另一方面如果机具设备管理过

于集中，操作者对机具设备没有管辖权力，今天在这里

使用，明天可能就调到其他部门使用了，这样就造成了

有调配管理职能的部门高高在上，无法掌握机械设备

的日常使用状况；而日常使用、操作部门却只管使用，

不管其检修、保养，久而久之机具设备失管现象就不可

避免了，严重到机具设备年年买年年坏，谁都可以操

作，谁都无须负什么责任。
对此，我们进行了大胆的改革，把大部分的机具设

备按其实际价值落实到使用部门（按一些人的说法，是

按其价值卖给了使用部门），建立经济责任制，专人专

机，单机核算，若其他部门使用，以租赁形式解决。使

用部门和操作人员要交纳一定的抵押金（或实物）承担

设备的使用风险和投资风险。这样就把机具设备的

责、权、利都落实至使用部门，使用部门又落实至各个

操作人员，按其机具的经济效益与操作人员的收入挂

钩。如一台挖掘机，按其挖运的土方计价，多挖多算，

少挖少计，按产计酬。由于这种办法促使操作者加强

了日常维修保养，极大降低了机具使用成本，提高了完

好率。现在一台机具设备抵得上原来两台设备；操作

人员和使用部门为了提高机具的使用率和机具的经济

效益，一方面充分发挥设备的效能，一方面争取多揽业

务提高收入。这样，职工的收入在不断提高，机具设备

的服务质量也在不断提高，兄弟部门之间扯皮现象没

有了，互相支援的风气浓了，提高了企业的施工能力。
因此，固定资产日常管理的关键在于完善管理办

法，采取切合实际的管理形式。对于国有施工企业来

说，以建立经济责任制形式落实机具设备的管理，能够

充分发挥固定资产的投资效益，提高企业的机械化施

工水平。
通过有效的投资管理，企业可避免盲目投资，减少

设备闲置现象；而加强日常管理，则可提高企业固定资

产的使用效益。抓好了这两个方面的管理，对交通施

工企业来说，就可谓抓住了固定资产管理的关键。
（作者单位 ：浙江温 州交通建设集团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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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加强
对外贸企业

“卖单”
行为的防范

和管理

廖光辉  元丽娜

“卖单”是外贸行业近年来出现的新名词，概括地

说，就是某一公司的业务员依赖本公司已有的商誉、货

源、客户资源甚至办公条件等，将应该归属本公司结算

的外贸业务转移到另一公司（即 A 公司某业务员为了

个人谋利以 B 公司另一业务员的名义，将业务的全部

程序避开 A 公司而在 B 公司完成，并在支付 B 公司少

量手续费后，将该单业务的净利润全部据为己有），藉

此获取相对较高经济报酬的行为。
随着外贸进出口经营权和经营商品种类的不断放

开，各外贸企业业务交叉程度越来越高，这为“卖单”业

务的操作提供了便利，同时也加大了查处“卖单”的难

度。特别值得警惕的是：一方面，当前外贸企业面临内

外许多压力，形势不容乐观；另一方面，由于“卖单”的

利益驱动，一些业务员对“卖单”乐此不疲，不惜铤而走

险，竞相效尤，令众多外贸企业的管理机构深感棘手和

无奈。为此，本文试图对“卖单”行为进行一番剖析，希

望能加强对其防范和管理。

一、“卖单”原因分析

1、利益驱动。业务员“卖单”，除了承担因业务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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