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财广场加强资金管理  为通信建设服务

辽宁省邮电管理局经营财务处

“七五”期间，我省邮电通信事业取得了前

所未有的大发展。5 年间，全省邮电固定资产投

资达 1 4 亿元，增加的通信能力超过了前 36 年

的总和。实践使我们认识到，加强资金管理，最

大限度地管好用活资金，对保证通信设备的更

新和技术改造、扩大通信能力具有很重要的作

用。我们抓资金管理的做法是：

（一）抓好建设资金需求与来源的计划平

衡，保证通信建设的资金供应

我省规划到本世纪末，邮电通信能力实现

比 1980 年翻四番的战略目标。为了保证这一目

标的实现，我们在每个计划年度之前，都先认真

组织测算，编制专用基金来源计划，然后根据计

划任务进行综合平衡，按照保证重点建设项目

的原则落实支出计划。省邮电管理局和一部分

计财分设的单位，实行财务部门按资金能力提

供资金盘子，再由计划部门按照规划组织平衡

立项、下达年度自筹资金安排计划和贷款项目

计划。计划确定之后，财务部门组织筹集资金，

并严格按计划负责自筹资金拨款和贷款。这样，

既保证了重点建设项目和其它计划内项目的资

金供应，又保证了财务部门投出资金的有效使

用。

（二）适当集中建设资金，搞好内部资金分

配，充分调动分级建设的积极性

自 1984 年起，我们建立了市管县的经济、

行政管理体制。在经济上，将原来由省局集中掌

握的市内电话提取的折旧基金、线路改造基金、

大修理基金三项基金，吸收的市内电话初装基

金、建设基金及其他不需要全省统管的非生产

性资金的集中管理权下放给市局管理，给予市

局与行政管理体制相一致的经营管理权限，在

省局总体规划和计划指导下，落实分级建设的

责任和任务。1988 年，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又

提出了“优先发展，政策扶持，全省办邮电”的建

设方针。同时，省、市两级成立了通信领导小组，

进一步确定了分级建设的原则和责任制。明确

一级干线和省管二级干线（跨地区间的通信设

施）分别由部和省负责建设，市管二级干线（地

区内市与所辖县之间及县与县之间的通信设

施）和市内电话及其他通信设施划归各市负责

建设，并相应进行“三项基金”及其他资金的分

配，即：一级干线和省管二级干线固定资产提取

的更改、线改、大修理基金由省局全部集中；市

管二级干线及以下固定资产提取的“三项基金”

由市局集中统筹安排；新技术开发基金按提取

总额的 70%由省局集中，按省政府扶持政策收

取的长途电信附加费由省局集中 75%，留给市

局 25%，用于干线通信配套建设；市内电话初

装基金及各种用户集资资金全部留给市局。这

样，市局可以直接掌握资金，资金来源透明度增

强，便于安排和落实计划，从而提高了专用基金

使用效率，加快了通信建设，保证了“七五”建设

目标的顺利实现。

（三）加强资金调度，管好用活资金

近几年，各市局的建设任务都比较重，建设

资金严重不足，但同时又有资金暂时闲置的现

象。为此，我们在进行调查的基础上采取了以下

措施：

1.加强资金管理方面的政策指导。要求各

市局将大部分“三项基金”、按政策吸收的全部

建设资金、留给市局的新技术开发基金及留利

提取的生产发展基金集中统筹，不得层层下放。

这样，各市局可以根据需求和规划，保证重点建

设项目的投资，并有计划地改造和扩建所辖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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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及本地区通信网的通信设施，从而使资金最

大限度地统筹安排，分散闲置的资金得到充分

利用。市局还从中给予县局以资金上的贴补，使

市、县电话、邮政等通信方面的建设速度加快，

增强了本地通信网的综合通信能力，也促进了

全省干线通信的发展。

2.加强贷款的管理。由于贷款渠道增多，贷

款种类也越来越多，利息、还款期也不尽相同，

这给财务部门增加了工作难度。为此，省局要求

各单位财务部门与计划部门共同负责贷款的管

理，要求贷款单位建立贷款辅助帐，掌握贷款种

类、偿还频次、时间及数额，保证还贷资金的落

实。对一些暂时手中有钱又不急于上新项目的

单位，省局引导他们及时和提早偿还国内高利

率贷款，尽量减少利息支出。

3.加强省局资金调度服务中心作用。 1 985

年省局成立了资金调度服务中心，每年可将吸

收来的 4 000 多万元的资金借给资金紧张的企

业，支持了急需的项目和重点工程建设，使分散

或暂时闲置的资金得到充分利用。

（四）加强专用基金管理与考核

1.提高领导和财务部门对专用基金管理的

重视。首先，加强领导对专用基金管理重要性的

认识，引起领导在资金投资决策、统筹平衡、厉

行节约等方面的重视。同时，加强财务部门专用

基金的核算与计划管理、会计监督。省局规定各

级邮电企业财会部门必须设置专用基金核算

岗，明确市局配备专职人员、县局及省直企业设

置兼职人员，并规定了专用基金核算岗位责任

制。

2.建立必要的管理制度。先后拟订了《辽宁

省邮电企业专用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和“关于贯

彻执行邮电部《邮电通信企业专用基金管理办

法》的实施意见”，还制定了加强专项工程支出

管理等方面的规定和办法，强调专用基金必须

合理使用，提高资金利用率，以及加强专用基金

计划管理；强调专项工程支出必须纳入财务监

督，会计人员要参与工程概算、预算、决算等方

面的管理，使专项工程支出得到有效监督，并抓

紧工程决策，严格审查决算，堵塞漏洞。

为防止非生产性支出占用生产性资金，省

局规定了购置非生产用小汽车要严格控制，履

行审批制度。对企业购建职工住宅资金实行控

制，规定用于住宅建设的资金不得超过提留折

旧基金的 30% ，不足部分由职工集资解决。

3.坚持企业流动资金补充制度。去年，贯彻

了邮电部下发的《邮电企业补充自有流动资金

办法（试行）》和《邮电企业资金管理考核办法》，

并制定了我省的实施细则。在实施细则中，将邮

电部规定的按提留的生产发展基金的一定比例

计算补充数额，改为按 6 月底缺口资金的 25%
确定应补充数额。这是因为，大部分企业的留利

很低，根本提不出生产发展基金，若将生产发展

基金提成数作为补充流动资金的依据，亏损企

业或微利企业即使流动资金缺口很大也补充不

了。通过改变补充规定，各单位首先从提留的生

产发展基金中按应补数弥补，不足部分经省局

审批，由其他结余资金弥补，效果很好。
4.坚持资金管理考核。我省认真贯彻邮电

部 1 990 年实施的《邮电企业资金管理考核办

法》，并在当年对所属单位进行了考核。在省内

考核细则中，我们还对支出率考核指标的计算

方法做了适当补充，把存入调度中心的存款和

借入调度中心的借款分别纳入支出率计算公式

的支用数和增加数内。这样做，可以鼓励将闲置

资金存入调度中心，并克服调度借款的盲目性。

年内我们还坚持考核了专用基金结余计划准确

率指标，为较好地完成邮电部下达的考核指标

起到了很大作用。

5.坚持专用基金分析制度。过去，我们主要

是利用季度会计报表说明和年度决算说明简要

分析专用基金的增减情况。现在，结合贯彻邮电

部《邮电企业资金管理考核办法》拟订了省内执

行的“专用基金收支结余计划完成情况月报”和

“百万元以 上专用基金、专用借款工程项目季

报”，并要求加以说明或专题分析，随财务月报

和季报上报，建立定量定性的定期分析制度和

信息反馈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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