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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市场经济向纵深

发展，承包经营的不断演

变，企业的销售技术服务

网点（一般指企业外设的

订货、加工、安装、售后服

务，技术咨询零配件的销

售等内部相对独立的经济

实体）的会计核算、财务管

理、财务收支及经济效益

的审计日益成为企业理财

的一个突出问题。我们推

行了一整套适合本厂厂情

的“流动会计与巡回审计”

的管理模式，辅之以厂内

银行的内部稽核制度，较

好地把会计和审计理论同

实践结合起来，起到了明

显的防护和建设性的作

用。

一、以专业管理替代

非专业管理，以流动会计

核算组织方式替代固定会

计核算组织方式

我们改变过去的会计

核算和财务管理由各服务

部负责制为总厂专业管理

部门负责制，改变由过去

服务网点自主确定专（兼）

职会计人员为取消服务网

点的会计岗位，并由总厂

确定专（兼）职的流动会计

岗位和会计人员负责服务

网点的会计核算和财务管

理工作，为便于服务网点

正常工作的开展，对出纳

岗位又作出专门规定，即

只要在服务网点设流动会

计岗位的，出纳人员一律为服务网点人员兼职。该兼职

出纳员只根据原始凭单序时登记所有的经济业务明细

帐，并负责现金的收付。在以上规定基础上，总厂定期

委派流动会计人员到服务网点根据所有的原始凭单编

制会计凭证，登记帐簿，计算成本并编制会计报表，一

次性地结帐。服务网点的财产清查必须有流动会计在

场，这样使服务网点的会计核算纳入了统一的专业管

理轨道，保证了会计核算体系的完整性、系统性，堵塞

了歪曲或伪造会计资料的漏洞。同时，也可以使服务网

点的工作人员能够脱离会计核算及财务管理的“怪圈”

而独立地进行营销工作，减轻了他们的工作负担和思

想压力。另外，流动会计数量要求不多，可以由业务较

熟练的专业人员担当，也避免了因业务不熟而造成的

技术性错误。再者，会计核算及会计人员一律由总厂制

定施行细则和委派人员，克服了服务部的一人统管全

部人、财、物的弊端，既方便了服务网点的工作，又加强

了总厂的财务管理，也提高了服务网点的工作效率和

会计核算水准。

二、以厂内银行为主体，建立健全事中控制、事后

考核的体制和内部牵制制度，完善风险包干的财务管

理体系

为了加强服务网点的财务管理工作，总厂在整个

销售系统大包干这块试验田里，又分别按服务部在厂

内银行开立户头，各服务部都实行相对独立核算。彼此

之间也是商品买卖关系，每个服务部都在以销售收入

实现的基础上，以产品的内扣毛利率（即扣除材料成本

之后的毛利额和实现销售收入的比）为考核核心，销售

费用和销售人员的工资等所有待遇一律同产品的订货

合同和回收货款分二个层次以相对数捆死。以厂内扣

毛利率为盈亏临界点增减提取综合费用，依据这种内

部风险包干模式，厂内银行对各户头分别根据订货合

同和回收货款逐笔进行核对，并同厂内扣毛利率进行

比较，计算各自应提费用额。这一做法，客观上破除了

“打富济贫”（各服务网点盈亏调剂）的经营机制，而从

会计核算，尤其是财务管理角度来说，它不单是起到核

算和反映的作用，更主要在于它起到了事中控制的作

用。这个作用不仅仅体现了对整个营销系统的会计管

理，而且体现了在流动会计基础之外，又以厂内银行单

独对服务部进行划细考核，二者的比较稽核，既保证财

务成果核算的真实性，又使二者之间相互制约，使得流

动会计必须反映服务网点的真实经营状况。

三、以就地巡回审计为助手，强化财务收支的真

实、正确、合法、合规性，提高服务网点的经济效益

为了保障流动会计的工作得以顺利贯彻下去，我

们又借鉴审计的独立性把流动会计岗位及人员从财务

科独立出去，归口到审计科进行统一管理，而审计科本

身就对服务网点的财务收支及经济活动享有审计权力

和承担审计义务，因而就在流动会计的基础上开展“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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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巡回审计”业务。巡回审计可随着流动会计业务的进

行而定期进行，也可以不随流动会计进行而不定期进

行，这种审计组织方式使流动会计身兼两职，就是说在

进行帐务处理时，履行了会计的职能。在对会计等原始

资料进行审查核对时，又属于审计的范畴。这种方法从

工作组织上是健全的，从会计资料的可比性上也至少

有两个以上的资源可资参照，较好地保证了流动会计

在履行会计核算职能的同时，又履行了审计监督的职

能。从实际看，巡回审计弥补了报送审计的缺陷，使审

计人员在深入现场的基础上，全面系统地了解掌握相

关因素，提高了审计结论的正确程度。再者，定期或不

定期的巡回审计本身也是一种后续审计，促使审计结

论能完整地贯彻下去。

乡镇财会

应重视乡镇企业出口
创汇中的问题

刘鲁武

乡镇企业作为对外开放的直接受益者，有相当数

量的企业产品“飘洋过海”，成为我国换取外汇的一支

重要力量。但从最近调查了解的情况看，外向型乡镇企

业除了存在企业后劲不足等问题外，还存在着：1.获取

信息渠道狭窄，大多数乡镇企业尚未具备一整套收集、

整理、反馈、运用信息的功能，大多通过间接手段获取

国际市场信息，不仅传递速度慢、贻误时机，而且，信息

偏差较大，面对变化迅速的国际行情，企业难以捕捉、

制定相应的对策，常常处于被动地位，失去主动权。2.
设备不配套，创汇企业“小打小闹”，难以形成规模经

营，产品质量受影响。3.产品出口渠道少，局限性大，盈

利低。出口产品的生产企业高产值、低收入、保本微利

甚至亏损，难以调动创汇企业的积极性；产品单一、出

口地域狭小，形不成完整的产品出口群体，仅仅局限在

一个或几个产品上，这使得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缺乏吸

引力。4.国家对出口创汇企业的优惠政策难以落到实

处。

面对乡镇企业在出口创汇中存在的上述问题，笔

者认为应抓好以下几点：

1
.继续抓好产品结构的调整工作。要根据国家的

产业政策和市场需要，对于该限制、淘汰的产品，坚决

予以限制、淘汰，对该保的产品，要坚决保上去，并保证

这些企业逐步向多品种的出口群体发展。

2.要多渠道开展出口业务。在产品的出口业务中，

应以外贸部门为“龙头”，发挥主渠道、联系面广的优

势，支持鼓励乡镇企业在外贸主管部门指导下，独立自

主地开展出口业务，同时出口创汇企业要挑选有一定

基础的人员，或推荐到高等院校代培，或到外贸部门学

习实践，以提高对外业务素质，做好产品的出口业务。

3.努力抓好企业的质量管理，尽快解决辅助设备

与主体设备不协调的问题，以充分发挥设备的整体功

能。同时要加强管理，实现由“粗放”管理向集约经营的

转变，把支持创汇企业搞好规模经营和内部挖潜放在

首位，狠抓产品的花色品种，提高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

竞争能力。

4.要抓紧国际商品信息网络的建设工作。有条件

的企业可在经济繁华的大中城市和沿海开放城市逐步

开办委托业务，可以加入信息网络，也可实行有偿咨

询，进行商品信息的收集与反馈，以便正确决策，搞好

生产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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