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业的财务管理，也成为财政部门的一项重要工作。1989

年，我部和外经贸部、中国银行共同制定了《境外贸易、

金融、保险企业财务管理暂行办法》，主要包括这样几

方面的内容：

一是要求境外企业必须遵照驻在国（或地区）的法

律开展经营活动、缴纳税款和进行会计核算；

二是要建立必要的报表制度，所有国有境外企业

都要向国内主管单位和财政部门定期报送财务报表，

以使国内主管单位和财政部门及时了解企业经营和财

务情况；

三是对在境外企业工作的国内派出人员的工资待

遇作出了具体规定；

四是在利润分配方面规定了优惠政策，鼓励境外

企业将盈利继续投资，扩大经营规模，提高经济效益；

五是对境外企业的内部财务管理手续做出了具体

规定。

实施这个办法后，对加强境外企业财务管理，取得

了较好的效果。但随着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发展、深化外

贸体制改革和境外企业发展的需要，现有政策中的一

些内容已不适应当前财务管理的需要，因此，我们在调

查研究境外企业实际状况和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

结合贯彻“两则”、“两制”的要求，正在制定《商品流通

企业境外投资财务管理办法》，拟在广泛征求意见之后

修改下发，以便更好地适应工作的需要。

记者问：外贸企业在一个相 当 长的时期，是由 国 家

统 负盈亏，经济效 益比 较 差 ，许多外贸企业由 于多种原

因，历史上 有超亏挂帐 ，对这部分遗留的亏损挂帐问

题，财政部门准备怎样处理？

答：一部分外贸企业的历史遗留超亏挂帐问题，已

成为外贸企业的沉重包袱，制约外贸企业的进一步发

展。形成超亏挂帐的原因很复杂，既有主观原因，也有

客观原因。对这些超亏挂帐，国家的政策是要求外贸企

业自身消化。近两年来，一些外贸企业进一步端正经营

思想，积极挖掘自身潜力，努力消化超 亏挂帐，取得了

较好的效果。这说明，只要破除依赖国家的思想，丢掉

幻想，通过提高企业自身的经营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益

来消化超亏挂帐是可行的。同时，国家也制定必要的扶

持政策，为外贸企业消化超亏挂帐创造尽可能宽松的

条件，如新税制规定，允许外贸企业在五年内用税前利

润弥补超亏挂帐等。

理财广场

以改革为动力  加紧机制
转换  加快企业发展

烟台钢铁企业集团公 司

烟台钢铁企业集团公司（原名烟台钢厂）是一家以

炼钢、轧钢生产为主，现有职工 1 800 人的地方钢铁企

业。近两年来，我们紧紧抓住机遇，深化企业内部改革，

在 1991 年率先进行三项制度配套改革的基础上，继续

进行企业组织结构、住房、医疗制度等深层次改革，企

业机制得到转换，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逐年较大幅度

增长，1992 年利税总额跃为烟台市第一，1993 年钢产

量增长 33.16% ，实现利税增长 23.12% ，达到了 4 621

万元，人均利润 1.76 万元，列山东省冶金系统第一名。

一、改革企业组织结构，转换经营机制，不断培育

新的经济生长点

为了克服国有企业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组织

结构臃肿，社会职能庞杂的弱点，以一种崭新的风貌参

与激烈的市场竞争，我们主要采取了三条措施：一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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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精简机构，裁减人 员。全公司职能科室由原来的 26

个压缩到 11 个，对全厂各个工作岗位重新进行工作量

测定，凡日工作量不足 6 小时的岗位，该并的并，该撤

的撤，同时实行了烟台钢厂与以烟台钢厂为主合资兴

建的烟台黄海钢铁有限公司（年设计能力 30 万吨电炉

钢）一套领导班子、一套管理机构的新型的管理体制，

共压缩人员 22.6% ，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二是剥离辅

助，精干主体。先后组建了运输公司、供销经营公司、金

属构件厂、兴冶加 工厂、劳动服务公司、进出口公司、骏

达实 业公司、房地产公司、职工医院等九家独 立核算，

自 主经营的 子公司，把原依附于企业主体的职工食堂、

托儿所、浴池、医院、小卖部、汽车队等正常生产经营以

外的社会服务职能全部归属于这九个子公司之中，使

人 员 又压缩 23.18% ，年节省各种费用开支达 340 万

元，吨钢成本仅此 一项下降 40 多元。同时对职工的福

利性补贴全部由过去的暗补改为明补，直接进入职 工

的 工资收入之中，企业对职工的服务，包括厂内就餐、

洗澡、理发、就医、住宿、液化气供应等等，全部由原来

无偿或带有补贴的，变为有偿的、商品性质的。并不断

向社会扩展业务，充实服务内容，提高服务质量，企业

原有的服务职能逐步向专业化、社会化和商品化转变，

实现了由福利型向效益型的转换，1993 年九个子公司

共实现收入 923 万元，其中利润 313 万元，成为企 业发

展新的经济增长点。通过这一形式，企业从繁杂的职工

福利 工作中脱出 身来，集中精 力抓生产、抓经营、抓发

展；职工的 福利待遇，所享受的服务质量也得到提高。

是组建集团 ，增强竞争实力。我们根据在本地区钢铁

生产中废钢铁、石灰、萤石等大宗物资消耗占据主导地

位的实际情况 ，于 1993 年 7 月发起成立了有铁矿、轧

钢、废钢铁回收加 工、耐火材料、石灰生产、以 及钢铁产

品延伸加 工等 35 家与钢铁生产相关联企 业 参加的烟

台钢铁企业集团 ，集群体的力量，形成从采矿、炼铁、炼

钢、轧钢到钢铁产品深层次加工一条龙的跨地区、跨行

业、以 及进一步跨国经营的经济实体，通过专业协作和

生产经营要素的最佳组合，以及多元化经营，使不同行

业间的效益互补，形成了规模优势。这一优势在 1993

年 下半年的钢铁市场风暴中得以比较充分的体现。面

对险恶的市场形势，集团内企业相互提携，共渡难关，

使 企业继续保持了经济的增长势头。

二、积极进行医疗制度改革，努力探索建立具有中

国特色的企业职工医疗保险制度

公费医疗吃大锅饭，一人就业，全家吃药，浪费惊

人，导致企业医疗费连年大幅度 上升，1992 年，我公司

的医疗费开 支已经达到 70 多万 元， 一 年提取的福利基

金不够职工看病吃药，企业不堪重负。虽然几经建章定

制，但效果甚微，唯一的出路只有改革。我们在由暗补

改明补，企业和个人合理分担，既保证职工看病，又控

制不合理开支的指导思想 下，确定 了“费用包干，自由

支配，超支自负，结余归己，大病保险，困难接济，控制

不合理的医疗消费”的医疗制度改革原则，在具体办法

中突出抓了三点：一是根据国家规定，按职 工工资总额

的一定比例提取职 工医疗费，列福利费开 支。 其中的

50% 为职工建 立 个人医疗 专户基金 ，用 于职 工及供养

的 直 系亲 属的日常医疗费用 开 支，按职工不同的 工

（年）龄段，确定不同的个人医疗专户基金额度，工（年）

龄长的，相应增加基金额度。职工医疗 专户基金归职工

个 人所有，每个职工在公司内建立一个基金帐户，专款

专用（职工家属医疗费报销 50 % ），节约归己，超 支自

理，待职工退休时其 个人结余的医疗 专户基金一次性

退还给职工本人，退休后职 工的医疗 专户基金随 工资

发放，自主掌握使用。 二是从职 工医疗费中提取 30% 建

立 企 业职工大病医疗保险基金 ，专门用于 支付患大病

职工的医疗费用。职工患大病发生的医疗费，先扣除职

工本人结余的医疗 专户基金后，以 1 000 元为起点，再

超出部分，按超出额度和比例从大病保险基金中报销。

对绝症病例，规定 累计报销最高限额，实行限额控制。

三是从职工医疗费中提取 20 % 建立企 业医疗调剂基

金，用于接济职工因一般性疾病、慢性病（经鉴定够不

上大病范畴）治疗费用开支过 大造成的经济困难。该项

改革正式运转以来，与改革前相比，医疗费平均下降了

3 0 % 多。

三、推行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向住房商品化过渡，

努力实现职工住房建设的良性循环

长期以来，职工住房都由国家和 企 业大包大揽，我

公司年轻职工多，男职工多，一方面，为了解决职 工住

房问题，企业每年要拿出 500 万元用于职工住房建设，

严重挤占了生产和发展基金，影响 了企业的发展，但仍

满足 不了需要；另一方面，少数职工受利益所驱使，擅

自离职，无偿带走本属于企 业的住房。随着改革的不断

深入，人员流动的加快，这方面的 矛盾更加突出。面对

这一严峻现实，我们深深感到，企 业要增活力，求发展，

必须尽早解决这些困惑已久的 矛盾，大胆触及改革的

难点问题。同时，由 于通过这两年的企业内部改革，职

工的思想观念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企业效益和职

工收入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现在进行这方面改革，无

论是职工的思想承受能力，还是经济承受能力，都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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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了条件。在此基础 上，我们按照先分后买，先卖后

租，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以 质论价，先买优惠，既

考虑职工的承受能力，又不让国有资产贬值流失 ，合理

定价，建立合理的产权关系，形成住房建设投入产出的

良性循环，最终实现住房商品化的改革思路，制定了 企

业各方都易接受的住房制度改革方案，为从根本上 解

决企业职工的住房问题打 下了较好的基础。自今年 4

月份正式实行以来，反映积极，效果较好。

四、深化企业用工制度和分配制度改革，简化关

系，明确报酬，向劳动力商品化的方向过渡

为了克服实行岗位技能工资制以后出现的“铁工

资”变成“铁岗位”的弊端，进一步体现多劳多得，少劳

少得，不劳不得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充分调动全体职

工特别是一线职工的生产积极性，我们在第一 轮 三项

制度改革的基础上，1993 年又进行 了更加深入的用工

和分配制度改革。全面实行全员合同制，用通过岗位裁

减下来的正式职工替代在 苦脏累险岗位上的临时工的

办法，大大减少临时 工的使用数量。全面推行单位产量

工资含 量包干、单位成本 工资含量包 干、实现利润工资

总量包干等新的分配办法，把职工的工资、奖金、补贴、

津贴、中夜班费等一切收入，全部以工资总量的形式分

别不同部门与产量、成本或利润挂钩浮动，上不封顶，

下不保底，并由各部门自主分配，加大向一线倾斜。由

于职工个人的收入完全取决 于自己的劳动成果，因此

该办法推行只两个月，电炉钢产量就上升 40% 多，连铸

比由原来的 20 % 多直线 上升到 90% 多，转炉生产全面

达到历史最好水平，同时对控制成本，激励各部门积极

对外创收都起到了推动作用，整个公司生产经营形成

了生产 上升，效益增长 ，职工收入增加，反过来 又促进

生产效益更快增长的良性循环。

理财广场

多渠道筹集资金  

发展高等教育事业

王立平  顾炳坤

目前，教育经费严重不足，不仅不能适应加快改 革

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对人才的需求，而且也难以满足现

有教育事业发展的基本需要。虽然，国家在财力相当困

难的情况下，逐年增加教育投入，但由于财 力有限 ，远

远满足不了教育事业的发展需求。

尽管我们南京大学的国拨教育、科学事业费逐年

增加，1992 年比 1991 年增长近 20% ，1993 年又比 1992

年增长 13% 。但同期学校所在地的物价指数都在 2 位

数以 上，可以说国家增拨的事业费完全被物价因素抵

消了。突出表现在高校经费中，人员经费所占比重不断

上升，公用经费相对减少。1992 年我校 人 员经费占

47.87% ，1993 年上 升为 51.92%。解决高校办学经费

的困 难，再靠传统办法已经行不通了，而 且国家在短时

期内不可能大量增加经费，其根本出路在于深化教 育

改革，逐步建立起以财政拨款为 主，多渠筹集办学经费

的新体制。我们南京大学的具体做法是：

一、多渠道筹集资金，弥补教育经费不足

我 校从转变观念入 手，克服“等、靠、要”的思想，充

分发动全校 人员，利用我校在学科和人 才上的优势，主

动适 应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采取各种有力措

施，多 渠道筹集资金，发展教育事业。

1 . 大 力发展校办产业和社会服务。 我校以学科优

势 为依托，以 市场需求为 导向，创办了一批科技型企业

和智力型第三产业。我校生化厂生产的尿激酶，已成为

出口创汇的拳头产品，每年向学校 上交纯利润 300 多

万元 ，成为我校创利大户。1 993 年该厂开发成功的肝素

钠系列 产品，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将 成为出口创汇的

又一 拳头产品。近年来，我 校研制成功已批量生产的激

光条码扫描器和阅读机，是第一批国产化产品，质量已

超过国外同类产品，被列入国家火炬计划项目。另一高

科技产品医 用直线加速器，俗称“医学原子弹”，可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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