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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没说 完的 话

——财务处长随感再录

袁修庆

“闭门推出窗前月，投 石 冲开水底天”。前些时，我的一篇随感录——“如 何当财务处长”在《财务与会计》上

见刊后，平静的思想之 湖泛起 了一道道思维的涟漪。同行们在议 论 着，思考着，有来信 鼓励的，有来函商榷的

为 感谢大 家的 关心，我想再说 几 句上次没有说 完的话。上次说人事方 面的较 多，谈 业务方 面的较 少，本次 结合

我所的实际情况，就 业务管理 方 面谈几点体会和想法，以 求同行批评、指正。

一、四项原则管资金

资金是一个经济实体的血液 ，

财务是调控经济实体血液循环的系

统。如何保证资金充足和运行合理

是财务部门的重要职责。根据我的

体会，在资金管理上应坚持以下四

项原则。
一是集中管理原则。经过对多

年来正反事实的比较与思考，我认

为对于一个集中在一地的单位应该

逐步实现资金由财务部门集中管

理、统筹调配。只有由财务部门集中

管理全部资金，才能使关系全局发

展的项目得到充足的资金保证，实

现总体目标，并较好地堵塞资金漏

洞。要实现资金集中管理并非轻而

易举的事，俗语说，“覆水难收”，下

放了的资金管理权再收上来，确实

是困难重重。财务处长要善于审时

度势，用正反两种事实说服单位一

把手，让他下决心集中管理。一把手

决心大的，条件具备的可一步到位；

一把手心存疑虑的，可采取分步实

施的办法，先将资金量较大的单位

集中进来。条件好的单位，可把资金

高度集中，实行一个帐号；条件次之

的可先建立内部银行或资金结算中

心。

二是计划使用原则。资金的来

源是有限的，因此资金的使用也应

该是有计划的，有控有序的。对军工

研究所来说，资金来源主要有三个

方面：事业费、科研费和民品销售收

入。事业费主要是人头费，收支都比

较有规律性 ，关键是做好超支事业

费的合理分摊和补偿，如无补偿能

力，就只能在人头费上动刀子了。对

科研费的管理，主要是实行指标管

理。即在制定好大的科研项目计划

成本的基础上，切分各项指标，分别

制定其资金使用计划，规范各类分

指标的开支范围，可利用专项奖鼓

励节约科研费和完成科研任务。民

品主要是制定计划成本，实行分项

控制的办法，保证民品计划收益的

实现。
三是有偿使用原则。货币是有

时间价值的，资金当然也是有时间

价值的。为了保证单位的整体利益，

任何下属单位与个人不得无偿超指

标、超期限占用资金。凡超指标占用

或超期限占用都应无条件缴纳资金

占用费或滞纳金，以此来保证资金

的计划性。我们对承付军民品的外

协合同款比例、时间，民品合同款收

款比例、时间，无财务分支单位现金

收入上缴时间，差旅费报销时间，计

划外使用资金利息，对外投资决策

与资金到位比例等都作出了明文规

定。
四 是资金筹措与挖潜并重原

则。解决资金不足的矛盾，一是要积

极向外筹措，二是要立足内部挖潜。
我们除规定了各类资金落实额度和

到款进度的责任单位外，还鼓励全

所职工为资金的开源节流作贡献。
集体福利设施的建设资金本着职工

集资和所里补贴相结合的办法解

决。此外，我们鉴于过去的教训，特

别明文规定，对外提供贷款担保必

须经所务会集体决策，而且累计额

度不得超过所自有资金的 30% ，从

而杜绝了决策的随意性，避免了风

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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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变核算管理型为管理核算型

我国几十年的计划经济造就了

财务系统以满足上级主管部门报表

要求为主要目标的以会计核算为主

要内容的核算管理型运行模式，加

上核算手段落后，致使财会人员的

绝大部分精力倾注于会计核算上，

在财务管理、财务分析、财务决策方

面业务陌生，人才短缺。这是几十年

来重核算轻管理造成的局面。
核算的目的是为了满足经济管

理的需要，会计核算是为经济管理

服务的。财务管理作为经济管理的

一个重要分支，也可以说会计核算

是为财务管理服务的。这个主从关

系，作为财务处长来说是应该明白

的。因此，财务处长应该千方百计地

创造条件转轨变型，即由核算管理

型转化为管理核算型，要围绕着管

理目标的需要去组织会计核算工

作，在满足上报会计报表要求的同

时，充分体现为满足管理要求而核

算的服务宗旨。
要实现转轨变型必须具备两个

条件：会计基础牢靠，核算手段先

进；培养、造就一批层次较高的管理

会计人才。对前一个条件，要按照会

计基础工作规范化的要求，整顿会

计基础工作，建立会计电算网络体

系。只有做好了这两项工作才能真

正做到会计核算的“快、准、全、明”，

为管理会计及时提供各种数据。对

后一个条件，一是要加强财会人员

专业知识的学习，拓宽财会人员的

知识面；二是必要时要采取人才引

进措施，吸收一些其他专业人才，以

改善财会队伍的知识结构。

三、推行会计电算化，只争朝夕

对开展会计电算网络化的工

作，国家很重视，但其层单位的领导

人或财务负责人不一定都很重视，

往往是等待、观望、徘徊不前，其实

这是很不明智的。
从投资与效益的角度来看，建

立一 个会计电算网络系统，从软件

到硬件，小单位十余万，大单位二三

十万就足够了。上了网络，会计核算

上去了，财务管理跟上了，多则一

年，少则几个月就把这点钱省下来

了，完全是一个投资少、见效快、效

益高的管理工程。
从工作效率和发展前景来讲，

随着工作效率的提高，无形之中也

提高了财务系统的总体形象。财务

处长说起话来要数字有数字，要事

实有事实，分析问题有理有据，得心

应手。内部会计人员可以抽调一些

文化层次和业务层次较高的 “核算

会计”改作“管理会计”，加强财务管

理，使以核算为主的财务系统逐步

过渡到以管理为主的财务系统。

从目前开展会计电算的软硬件

环境来说，市场上成熟的财务软件

比比皆是，硬件采购已不成问题，只

要领导下了决心，从准备到实施，从

实施到投入运行，多则两三个月，少

则一个月就可以完成。因此，会计电

算网络化已是 “万事俱备，只欠东

风”，关键是领导下不下决心了。

四、图表示真意，上下齐遵循

一个大中型企、事业单位，总会

计师或财务处长很有必要设计一张

本单位的经济运行示意图。示意图

既要符合国家和上级机关的各项方

针政策及规章制度，又要符合本单

位的实际情况，因此，它既是单位经

济运行的写真，也是经济管理系统

全貌的缩影。我们于 1997 年初绘制

了《六零二所经济运行示意图》，作

为指导制订全年经济计划的逻辑规

范和经济运行的总体框架。同时辅

之以各种经济管理文件，使之构成

了我所一个较为完整的经济管理网

络体系。这张图对指导我所的经济

平稳运行大有裨益。

五、两权应分离，杜绝大事故

公、检、法部门“三权分立”，是

为了避免一个单位同时具备几种权

力，造成冤假错案；财会部门分设会

计、出纳，各司其职，也是为了避免

出现财务舞弊，堵塞漏洞。在当前的

社会经济生活中，有一个值得重视

的问题，就是在许多单位，由一个部

门或一两个人同时掌握着资金的管

理权和资金的使用权。这些部门或

人员因手握大权，或无所顾忌，或利

欲熏心，结果在市场经济的战场上

纷纷落马，给国家、单位带来巨大损

失。惨痛的教训，给人以深刻的启

迪：在一个单位内部必须建立一个

两权分离的财务管理体制，任何一

个部门不能同时掌握资金的管理权

和资金的使用权。在资金集中管理

的情况下，经济计划部门、财务部门

是资金管理单位，管理部门无权使

用自己业务费之外的资金，而其他

一些实施单位使用资金，必须接受

资金管理部门的监督。在资金未实

现集中管理的单位，要尽快实现集

中管理。一时无法集中管理的单位

也要实施牵制性审批制度，以避免

出现大笔资金无控制地抽逃、流失。
以上谈的是我近年来的一些工

作体会，难免有失之偏颇的地方。但
仍愿把它献给大家，企盼为财苑添

一棵绿草，增一片翠叶，洒一缕春

光。
（作者单位 ：航空工 业总公 司 六

零二研 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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