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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医药费、 福利费

核算的改革

刘忠孝  冷贵臣辽阳纺织厂

1985年以前，我厂是采用“指标包干，独

立核算”的办法，来管理和核算医药费与福利

费的。这个办法是 由 财 务 科按年核定控制指

标，按月拨给厂属职工医院和福利科，由这两

个单位掌握使用，独立核算（用福利基金搞专

项工程仍由财务科核算）。这样做，对控制专

用基金开支及方便群众，无疑是有好处的。但

这个办法也有不够妥当之处，主要问题是“以

拨代销”，财务科在拨出专用基金的同时，即

作了核销专用基金的会计处理，拨出以后的资

金使用情况，在财务科帐面上、报表上均不作

反映，不利于会计监督。

1986年，我们对医药费、福利费的管理和

核算方法进行了改革。改革的中心是完善经济

责任制，改“以拨代销”为“按实核销”。基

本做法是：

一、实行指标包干责任制。职工医院以按

工资总额提取的医药费为包干指标；福利科以

上年福利费用实际发生额作基础，结合当年的

实际情况核定包干指标，根据包干指标按月拨

足。为鼓励医疗、福利部门开辟财源、增加收

入的积极性，厂部与职工医院、福利科签订了

经济承包合同。规定在包干指标不超支及搞好

为职工服务工作的前提下，医 院 、福 利科可

面向社会，增加收入；从对外收入中提取一定

比例的奖金，分配给有贡献的人 员。包〓指〓

结余不回收，留作医疗、福利部门 用于扩充和

改善设施。
二、实行独立核算，按实 核销。职工医院

和福利科是以财务科为中心的厂会计核算体系

内的相对独立的核算单位，必须受厂会计核算

体系制约。制约的基本形式 是独 立核算 单 位 与

财务科之间在核算内容及帐户 设置 上应 相互 衔

接，其帐簿设置应作 为 财 务 科帐簿的组成部

分，并在此基 础 上，实 行“按实 核销”。为

此，将会计处理办法作了如下改变：

1 、拨付医药、福利费时，财务科改直接

借记“专用基金”科目为借记 “专 项应收款”

科目“拨付基金”户；结转辅助部门分配及其

他费用时，借记“专项应收款”科目“其他往

来”户。独立核算单位贷记“财务科往来”科

目 “拨入基金”或“其他往来”户。

按上述设置帐户是适应对专用基金管理的

需要的。财务科在 “专项应收款”科目下按职

工医院和福利科分设细目，在细目下各 设“拨

付基金”与“其他往来”两个细目；独立核 算

单位在“财务科往来”科目下设“拨入基金”

和“其他往来”两个细目。这样，财务科 与 独

立核算单位的帐户统一口径。
科目及细目的使用，我们明确规定：财务

科的“专项应收款”科目下的“拨付基金”帐

户同独立核算单位的 “财务科往来”科目下的

“拨入基金”帐 户 相 对 应，专用于基金的拨

付、拨入、核销及结余的核算。此帐户的余额

即为拨付（拨入）基金的结余。财务科的 “专

项应收款”科目下的“其他往来”帐户同独立

核算单位的“财务科往来”科目下的 “其他往

来”帐户相对应，用 于 除 上 述基金拨付、拨

入、核销及结余以外的其他财务往来的核算。

“其他往来”是结算帐户，上月余额下月初 必

须归还，不得拖欠。
2 、医药、福利费的核销。核销的程序是

由独立核算单位编报月份财务收支报表，经财

务科审查（包括对原始凭证的重点审查） 后核

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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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核算单位，报 表 经 财 务科审查同意

后，将事业收入贷记“财务科往来”科目“拨

入基金”户，借记收入科目；将费用支出借记

“财务科往来”科目“拨入基金”户，贷记费

用支出科目。
财务科根据独立核算单位的月份财务收支

报表，将事业收入借记“专 项 应 收 款”科目

“拨付基金”户，贷记“专用基金”科目“福

利基金”户；将费用支出借记“专用基金”科

目“福利基金”户，贷记“专项应收款”科目

“拨付基金”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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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体系是落实经

济责任制的关键环节，

近年来，我们在奖金分

配方法上进行了积极探

索，力图寻求使企业充

满 生 机 活力 的分配方

法，不断落实经济责任

制。

一、精打细算，对

奖金实行目标管理

为使奖金总额既不

突破，又能做到上不封

顶、下不保底，鼓励职

工多超产多贡献，首先

要搞好奖金预测，在预

测生产任务和经济效益

的基础上，测算奖励基

金水平，制订年度、分

季、分月、分项目的发

放计划，进行生产任务

与奖金分配 的 试 算 平

衡，确定各种形式的计

奖方法。
其次要进行过程控

制，我们通过加强生产

计划与调度，积极组织

均衡生产，有效地控制

超产水平，确保奖金上

不封顶，下不保底。例

如：我们计划1985年产

值 为1 000万元，实现利

润185万元，可提奖金24.22万元。一方面我们

把1 000万元产值 拆 算 的任务工时分解到各车

间。另一方面在任务工时与计划奖 金 额 平 衡

后，测出超定额工时的死分值。这样，在组织

均衡生产的条件下，职工超产了也突不破奖金

总额，领导和群众心里都有了底。
此外，我们根据工时定额完成情况定期调

整工时定额，1984年压缩了8.08%，1985年压

缩了12.07%，使定额经常保 持 平均先进的水

平。开始，我们这样做工人也有抵触情绪，后

来我们通过算帐，用事实说服工人，从而正确

对待调整定额，积极执行新定额，千方百计突

破新定额，使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1985年的

劳动生产率比1984年 提 高38.82%。由于定额

先进，超产单位奖金值不变，国家受益，工人

又不降低收入。

我们在奖金 的 使 用 上，还注意到精打细

算，瞻前顾后，以丰补歉，细水长流。1985年

初在奖励基金计 划 安 排上，我们做到留有余

地，这就给企业下半年工资套改提供了条件。
在认真领会国家政策的基础上，我们搞了几套

方案，做好了自筹资金进行调资的准备，使可

以奖励超额劳动的奖金水平没有降下来，其它

竞赛奖也没因自费调资而停止。在我厂没有出

现奖金大起大落的情况，群众的积极性一直保

持稳定，我们也掌握 了 组 织 生产的主动权。
1985年我厂的产值利润实现了大幅度增长，可

全年支出的奖金与1984年相比基本持平，年末

还结余10.4万元转到1986年使用。我们不搞分

光吃净，做到以丰补歉。

二、奖金水平适度，奖金发放适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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