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财广场

世界“钡老大”

挖潜增效有高招

——河北辛集化工厂推行责任成本管理纪实

唐冀生  邓建民

我们河北辛集化工厂是国家二级企业，主要生产

工业碳酸钡、沉淀硫酸钡、硝酸钡、碳酸锶、工业硫化

钠、硫代硫酸钠等基本化工原料，产品行销全国 30 个

省市、自治区及世界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是世界上最

大的钡盐生产和出口厂家，被誉为世界“钡老大”。1993

年，在我厂面临着资金严重短缺、原辅材料、运费、水电

汽涨价、货款回收困难、运输紧张等一系列制约企业发

展和经济效益提高的不利因素的情况下，我们眼睛向

内，加大改革力度，向管理要效益，把加强成本管理作

为消化涨价因素、提高经济效益的突破口，在全厂推行

了责任成本管理，取得了显著效益。1993年我厂消化原

材料、燃料、电力运输涨价增支因素 2 016万元，创直接

经济效益 560.22 万元，实现利润 1 251.08 万元，实现

利税 2 345.8 万元，分别比上年提高 9.94% 、9.11% ，

各项经济技术指标仍居全国同行业之首。

一、建立组织领导机构

首先成立厂部责任成本管理领导小组，厂长任组

长，成员由副厂长、总会计师、企管处、财务处、生计处、

劳资处等部门的主要领导组成，其职责是对年度成本、

利润目标及分解方案进行审议，审议内部经济责任制

方案，每月检查一次责任成本目标执行情况。在领导小

组下再设立工作小组，成员由生产、管理副厂长、总会

计师和有关人员组成，其职责是制定、修订内部经济责

任制方案，分解各项责任目标并对责任目标完成情况

进行检查和考核，落实奖惩。在各责任实体内也都相应

成立了由责任实体主要领导任组长的成本管理领导小

组。

二、责任成本的制订与分解

（一）划分责任实体，确定责任指标

我厂根据实际情况，对责任实体进行了划分。纵向

分为厂级、车间、工段（班组）三个责任层次，横向将各

管理部门划定为责任协作实体。1— 6 化工产品生产车

间为责任实体，其责任指标为车间单位责任成本。动

力、维修、包装三个辅助生产车间为类似责任成本实

体，主要责任指标是费用预算控制额，同时还有维修

费、机物料消耗定额。责任协作实体中，供应部门的主

要责任指标为原材料、燃料采购成本降低额，控制原材

料进厂质量及价格。储运部门的主要责任指标是厂内

运输搬倒费降低额。销售部门的主要责任指标是产品

销售收入。财务部门的主要责任指标是责任成本总额

和利润总额。能源计量部门的主要责任指标是原材料

和燃料消耗额。生产计划部门的主要责任指标是各产

品产量。各单位责任指标全部纳入经济责任制考核方

案，按完成情况每月兑现奖惩。对各责任实体还下放了

奖金分配权、内部领导任免权等权力，做到责、权、利相

统一。

（二）责任成本的制订与分解

1.责任成本的制订

1993 年我们根据实现利润 1 250 万元的目标，经

过对原辅料和燃料市场情况及产品销售形势作认真调

查和预测，并结合本企业现状及生产能力，反复测算，

确定了各产品目标单位成本及目标利润。目标单位成

本确定后，扣除车间不可控因素、企业管理费及包装费

三块（由厂部限额控制）后，即为各产品的目标单位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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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成本。

2.责任成本的分解

我们将责任成本分解为原材料、燃料和动力、工资

及附加、车间经费四大项。责任成本的确定和分解本着

先进合理的原则，在反复测算、综合平衡的基础上，征

求各责任实体意见，最后经厂企管会、职工代表组长联

席会审议通过，以文件形式下达到各责任实体。各责任

实体再将责任成本分解到工段、班组和个人，做到千斤

重担大家挑，人人肩上有指标。

三、责任成本的管理和控制

责任成本指标的确定及分解是责任成本实现的基

础，而责任成本目标的管理和控制，则是责任成本实现

的关键。为此，我们重点抓了以下工作：

1.建立以责任成本为中心内容的经济责任制，严

格兑现奖惩

我们把责任成本指标纳入经济责任制考核范围，

并作为主要考核指标，实行“一包二定五保三否决”的

经济责任制，即包产品单位责任成本，定人员、定奖金

基数，保产品产量、质量、安全生产、设备管理、文明建

设，实行成本、质量、安全三否决。在考核时，主要原材

料、燃料分矿点按计划价格考核，辅助材料等按实际价

格考核。各责任实体完不成责任成本指标，按一定比例

扣发奖金，严格兑现奖惩。单位责任成本超过考核指标

4%以上（含 4% ），扣发该产品当月全部奖金。各责任实

体有权进行二次分配，根据本单位的实际情况，自行制

定内部奖惩办法，按各指标完成情况兑现奖惩，以维护

指标的权威性，调动全体职工注重点滴节约、节能降耗

的积极性。

2.强化厂内银行机制

各责任实体一律在厂内银行开立帐户，由厂内银

行统辖责任成本支出的全过程，并加强监督职能。各责

任实体的支出，须经本实体负责人签字认可，厂内银行

行长签字，而且原则上不得超过控制数额，否则，拒绝

办理。厂内银行设在财务处，结算采用“内部银行转帐

支票”。

责任实体向材料库领料时，先根据材料消耗定额

填制领料单，按内部统一计划价格计算出总金额，然后

填写厂内转帐支票，经厂内银行审核同意转帐后，再到

材料库领取材料。

各责任实体互相提供劳务时，由劳务转出实体按

厂内计划价格和提供的数量，填写劳务费用结算通知

单，经收益实体核对后，开具厂内转帐支票进行结算。

成本费用从实体内上道工序转入下道工序时，由

下道工序根据上道工序产品成本计算单，经核对验证

后，按计划价格向上道工序开具支票进行结算。

各实体由于生产不正常或因管理不善等原因，造

成资金占用增加，周转困难时，须向厂内银行申请贷

款，填写贷款申请书，经行长批准后，方可提供厂内贷

款，并规定归还日期，不按期归还加收逾期贷款利息。

厂内银行机制的运行，实现了生产过程中由原来

的无偿占用的供领关系向商品化的买卖关系转变，使

各责任实体树立起商品观念、价值观念、核算观念，达

到了事前、事中控制的目的。

3.开展技术攻关，降低成本，提高效益

（1）对粗钡转炉尾部除尘系统进行了攻关改造，一

年可回收重晶石 3 000 吨，煤粉 600 吨，回收余热蒸汽

节煤 400 吨，创效益 46 万元。这样，既降低了成本，又

减少了污染。

（2）锅炉采用微机控制，一年节煤达 1 000 吨，创效

益 10 万余元。

（3）碳酸锶车间通过控制窑气质量和锶浆中硫化

锶含量，减少了加碱脱硫工序，在产品质量符合用户要

求的前提下，一年增收节支 40 万余元。

4.运用价值工程，实现对原材料采购的控制，降低

采购成本

（1）降低原材料成本是企业实现投入少、产出多的

有效手段之一。我们依据价值工程的理论与思维方法，

根据费用最低、效益最大的原则，控制原材料、燃料成

本额。原材料、燃料成本是由消耗数量及价格确定的，

在消耗量不变的情况下，采购价值系数越高的原材料、

燃料，成本也就越低。我们在芒硝采购中运用价值工程

方法，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2）控制各种原材料、燃料的进厂价格和出库使用

价格。我们把出库使用价格作为考核指标，低于规定标

准的，按其节约价值的 2%提奖；高于规定标准的，则按

其提高总价值的 2%扣奖。这就极大地调动了采购人员

的积极性，采购时比质、比价、比矿点，择优采购，全年

累计节约支出 354.59万元。

5.实行“一支笔”审批制度，严格控制企管费用。

企管费主要包括管理部门工资、办公费、差旅费、

修理费、仓库费用、利息支出等。对企管费用采用限额

控制，按不同金额大小分别由财务处处长、总会计师、

厂长审批，对费用超额部分，控制尤其严格，规定一般

情况不得超过费用限额。仓库管理实行 A BC 物资分类

法，对不同物资实行不同的管理方法，有主有次、有重

点、有一般，严格掌握物资的需用量和储备量，努力减

少资金占用，加速资金周转，减少利息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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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加强专业管理

（1）加强物资管理。我们从整顿物资管理秩序入

手，修订完善物资管理标准，健全了物资出入库、出入

厂、计量计价管理办法。并对责任实体的仓库进行了清

仓查库，防止物资沉淀，以减少资金占用。

（2）加强设备管理。设备是保证生产正常运行的基

础，我厂设备大部分是五六十年代的老设备，对设备的

日常保养、维修显得尤为重要。为此，我们严格执行包

机制、巡检制、润滑油三级过滤和定期维护保养制度，

将设备使用情况和职工经济收入挂钩，确保了生产设

备长期安全运转，达到了优质、高产、低消耗之目的。

（3）加强质量管理。树立质量立厂、质量第一的观

念，落实质量否决权，坚持开展群众性的 Q C 小组活

动，杜绝质量事故发生。

四、责任成本的检查分析

为确保责任成本管理顺利施行和收到预期效果，

我们把责任成本的检查分析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

定期分析责任成本的完成情况，针对发生的差异，找原

因、查责任、定措施，并做到信息反馈及时，纠正偏差及

时，避免了月底事后算帐的弊端，以努力降低成本。

1.生产计划处每日将产量完成情况及时报送有关

领导，并实现微机控制。责任成本核算员则每天将当天

本单位费用发生情况进行汇总，报送本单位领导，以控

制费用额。

2.每周二召开生产调度会，通报上周产量、消耗完

成情况，责任成本员还对上周费用发生情况进行核算

分析，并制定相应措施。

3. 每月底对产量、消耗、成本进行全面核算，写出

分析报告，总结经验，找出不足，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采取相应的措施，确保责任成本的完成。

理财广场

坚持改 革增 活 力

  狠抓 管理 争效 益

——高安市粮食局实现财务无挂帐的做法

高安市粮食局财会审计科

江西省高安市是全国商品粮基地县（市）之一，年

产粮食达 5.5 亿公斤。全市粮食系统职工有 4 000 多

人，核算单位 67 个，年总经营量 11 亿公斤。几年来，我

们紧紧围绕“发展粮食经济，提高经济效益，消灭财务

挂帐”这个目标，解放思想，振奋精神，坚持改革，狠抓

管理，克服重重困难，实现减亏增盈：1992 和 1993年连

续两年实现当年无亏损挂帐，1993 年还消化了以前年

度挂帐 89.35 万元。我们的主要做法是：

一、抓机制改革，增企业活力

提高经济效益，消灭财务挂帐，实现扭亏增盈，首

先必须在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增强企业活力上下功夫。

我们集中精力抓了“三大改革”：

一是机构改革。按照“小行政，大实体”的新路子，

市局成立了粮油总公司，由总公司向财政总承包，逐步

把企业推向市场，参与竞争。总公司成立两年来，充分

发挥信息灵，路子广的优势，大胆决策，及时指导，抓住

了机遇，抓住了效益。与此同时，对全局原有的 44 个基

层粮管所、饲料厂、制米厂，变“三权鼎立”为“三位一

体”，避免了原来“三方扯皮多，费用开支多、经营内耗

多”等弊端，提高了企业竞争力。机构改革两年来，减少

各种不必要的费用开支 200 多万元。大城粮所、饲料

厂、制米厂合并后，人心齐、经营活、效益好，月平均税

利较合并前提高 1.5 倍；建山粮所“三合一”后，产值、

税利连年增长，1993 年实现产值 1 200 万元，利润 70

余万元。

二是分配改革。从 1992 年 6 月起，全局实行了“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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