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岗位重要程度、技术水平、劳动强度和劳动 态度四 条

标准评定劳动底分，按底分活评劳动 报 酬。这项建议

实施后，调动了全厂职工的积极性，当年企业利 润比

上年翻 了一番。地 区社联于1983年将 他对这一工作的

总结 文章收 录在 《 论 文选编》 中，这对 在我 区企业中

推行经济责任 制发挥了积极的影响。他的 突 出贡献使

他赢得了“企业 管 理 能 手”的 荣 誉。1989年， “双

紧” 政 策使得基本建设规模 继 续缩减，作为基本建设

三材之一的水泥产品，其 市 场 越 来 越 疲软。面对限

产、停产的呼声和不安 定的人心 ，他 全 面 地 分析了我

区市场销大于产的基本情 况， 运用量、本、 利分析原

理提出了“高产低本，廉价 竞 争” 的经营对策，以 硬

功 夫（高、 低 、 廉）制服软市 场，使 企 业当年生产的

水泥， 当年 全部售完， 安然度过 了难 关。 企业 当年上

交的税利不但没有下降，反而超过 上 年度20万 元， 为

此 受到地 区领导的多次 表扬。

盛棠热 爱自 己的工 作，但他却又 总是不满足于忙

忙碌碌的现状。因 而在工作之余，他 写下 了许多立意

新颖的论文。已发表的就有 41篇，其中在部省级 刊物

上发表的有23篇，已被评为优秀 论 著的有10篇。他的

论 文有一个显著特点，就 是理论 联 系实际。1985年，

针对改 革开放中出现的 新 情 况，他 在 江 西 《 财会探

索》 上发表了《 以 变应 变，搞 活 企业财会》 一文，提

出企业财会工作要在 改 革 开 放 中 随机应变，从思想

上、业务上、 模式上、方向上、制 度 上、管理上、资

金上和效益上八个方面 实行转轨 变型。此 文在 中国建

材工 业会计学会年会上，被评为优 秀论文。1988年，

针对企业管理不严 的通病，他 写 了 《 厂 长 治厂，以 严

为贵》 一文，引起了中国企业管理 协会 的重 视，因而

应邀参加了长春会议。该文被编 入由经济出版社出版

发行的 《 企业家纵横谈 》 一 书，并获华东六省一市企

业家协会 “优秀论文” 奖。1989年他 写的 《 关于承 包

企业财会分立》 的论文，为解 决 承 包企业的短期行为

提供 了一条新的思路，已被 编入 东北 财经 出版 社 出版

的 《责任会计的理论 与实践》 一书。

盛棠是一个平凡的人。他 在一个平凡的岗位上，

担任 着一个在中国的官衔表上找不 到 位置的县属企业

的财会科长，然而，正 是他，用 自 己 的才智， 用自己

的勤奋， 用自己对企业、对国家 的 赤诚之心 ，赢得了

社会的肯定， 赢得了许多荣誉：县政协 委 员全省先进

会计工作者， 全国先进会计 工 作 者，……在 荣 誉 面

前，他 没有 止 步， 而是沿 着选定的路 继续前进。

财会之窗

“加息”与“罚 息”

由于 “加息” 与 “罚息” 意思 相 近，因 而常常被

人们口 头或书 面混 用、代 用，似 乎 “加息”就 等于

“罚息”，或换言之 “加息”即为加收 “罚息”。对

此，李栋兵同志在 《 山西金融》 1990年第11 期发表文

章《略谈 “加息” 与 “罚息”之适 用 范围》 ，认 为，

站 在审计、稽核的 角度，不 可 忽 视 “加 息” 与 “罚

息”之区别。文中谈到根据国 务院1984年3月5日 发布

的《 国营企业成本管理暂行 条例》 第13条第4款规 定，
流动资金贷款的 “罚息”不得列 入成 本。中国人民银

行总行发〔1988〕304号《 关于逾期货款 利息 处理问

题的批 复》 明确：“对逾期货款加收利 息，并不是罚

息，……逾期货款利息计入成本，不 应按挤占成本处

罚。”可 见，“加息” 与 “罚 息”二者有质的区别，

即前者允许进成本，后者则不准 进 成本。
那 么，应怎样区别两者的适用 范 围？作者认为，

货款逾期或被超储积压、有问题商 品占 用，有一定物

资保证，由客观原因或主观过失所致。而 挤占挪用则

往往是主观故意行为，或虽非主观 故 意而 为，但客观

上已严重违反信贷原 则，将货款挪 用 于财政性、 非经

济性开支。按 照信贷资金和 财政 资 金 必 须 “综合平

衡、 分别使用” 的原 则，以 及 货款要有补偿来源的客

观要求，对逾期贷款、 超储积压 和有问 题商品占 用的

货款，应适用 “加息”，而对挤占 挪 用的货款，则应

适用 “罚息”。至于一笔货款同时 具有 几种加收利息

因素的，理 当选择其一种最高的加收利息 档次 计收利

息。

（思 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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