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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联合企业的

财务管理体制基本有两

种形式：一种是 公 司

（或总厂）把一切财权

和业务集中起来，统一

核算，统一管理；另一

种是公司集中主要财

权，大权集中，小权分

散。笔者认为，后一种

管理方法较佳。
财务管理体制采取

什么形式，必须与生产

力发展的状况和生产组

织的形式相适应。在联

合企业中，各个企业既

有不同的社会分工，又

有紧密的协作关系。作

为一个经济单位，它具

有独立性，是国家最基

层的经济组织。按照专

业化和协作关系把分散

的企业组合成公司，这

是高速度、高水平发展

现代工业的必然趋势和

客观要求。所以，联合

企业财务管理的形式，
既要把各企业的财务核

算和管理组织起来，又要解决好公司和厂的关

系，以便充分发挥各厂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根

据这一理由，公司的财务业务和权力不能过分

集中，而应该实行公司、厂、车间三级管理，
三级核算的制度。

公司应是整个财务管理的枢纽。主要注意

力放在大政方针和长远规划的制定上。统一会

计制度，指导具体业务，监督检查会计制度的

执行情况，组织会计核算。
厂应是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的重心。基本

业务都要由厂子去做，会计制度也大都需由厂

子去贯彻。这一级核算的好坏，是公司会计核

算好坏的关键。

车间是生产的最前线，班组经济核算和车

间成本核算是整个财务核算的基础。
这种管理的好处是：

（一）能发挥联合企业的优越性，有利于

发挥企业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真正做到大权集

中，小权分散，统而不死，分而不乱。
（二）公司对各企业能实行全面的经济核

算制，以监督各企业经济效果的优劣。
（三）基层有了一定的财权，广大职工就

容易把本身的劳动和企业管理的好 坏联 系起

来，能更好地处理好国家、企业、个人三者之

间的关系。
很难想象，在一个几万人的企业中，靠一

个财务部门就能把整个企业的经济核算和财务

业务处理好，管理好。实际上，在具体工作中

公司业务集中过多，势必造成财务人员忙于业

务，没有时间了解基层的工作情况和生产、经

营活动。既不能及时向领导提供情况，当好参

谋，也不能认真研究财务管理本身的课题。
据化工系统两个大公司（兰州化学工业公

司、吉林化学工业公司）工作的实践，他们在

物资管理大集中后，财务管理也大集中。产品

销售业务集中到公司，公司办理托收业务，计

算利润，统一上交利润；各厂不再对外结算，
相互经济往来都通过公司转帐，公司成了转帐

中心；流动资金和银行贷款由公司统一管理。
其后果是，各厂和物资管理部门对资金的

管理好坏不负任何责任，没有钱就向公司要；

各厂之间互相欠帐的情况十分严重；各厂由于

没有销售业务，所以利润指标也就没有了，经营

好坏没有一个综合指标反映。公司按利润完成

情况提取企业基金，而对各厂又没有办法分配。
要使联合企业的财务管理加强，对兰州化

学工业公司和吉林化学工业公司的管理办法，
我认为应做如下改革：

（一）联合公司内部的厂，应该实行独立

核算。销售业务应由各厂办理，以分清各厂的

经济责任，考核各厂的经济效果。
（二）公司各厂实行合同制。通过银行进

行结算，取消目前大转帐、三角债的 结算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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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以利于清理帐目。
（三）各厂的资金要独立管理，即分别贷

款，分别核定资金定额。发挥厂子管理资金的

积极性。
这样，各厂有了自己的主动权，也有了自

己的经济责任，可避免那种公司一切 权 力 集

中，厂子既无权力，又无经济责任，公司内部

吃“大锅饭”的现象。

杂
谈

从“镜 子” 谈 起

孟 浩四川电力局

“镜子”是什么东西？它有什么用处？可以说是家

喻户晓，妇孺皆知：镜子是用来反映客观情况的。凡是

不能用目力直接观察到的客观情况，就要依靠镜子。在
观察宏观世界时，要依靠望远镜，在观察微观世界时，
要依靠显微镜。一个人要想看到自己的面目，要依靠照

明镜。镜子的种类越来越多，应用的范围越来越广，作

用越来越大，人们越来越少不了它。古代的镜子 是用

青铜制造的，后来才发展成为玻璃镜。我国唐朝的时

候，有个名叫魏徵的大臣死了，太宗皇帝在朝廷上叹息

说：“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

以人为鉴，可明得失。朕常宝此三鉴，今魏徵死，一鉴

亡矣！”这说明：凡是能够反映客观情况的“人”和

“物”，或者是历史事实，都可以起到镜子的作用。
掌握客观情况，是搞好一切工作的前提。要情况明，

决心大，方法对，第一是情况明。人们经常采取各种各

样的方法，如：调查研究、总结经验、下基层蹲点、以

及经济活动分析等等，其目的都是为了掌握客观情况，
提高对客观情况的认识，以便能动地改造世界。从而巩

固成绩，克服缺点，不断地把各项工作推向新的水平。
社会主义工业企业的会计核算，就是反映企业经济

活动具体情况的有力工具，利用它可以检验企业的活

动是否符合客观经济规律以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

企业里贯彻执行情况。所以有人说：会计核算是企业经

济活动的一面镜子。实际上拿镜子来比喻会计核算是

不够的，也是不全面的。人们洗 脸 之后，要用镜子照

一下，看看是否洗干净了，发现那里有污点，就把它

擦掉，这只能说是一种消极反映。会计核算则可以起到

积极反映的作用。这就是说：会计核算除了反映情况之

外，还可以事前监督，防止污点的发生。此外还可以事

后分析，说明发生污点的原因。这是镜子办不到的。因

此，会计核算可以起到比镜子更大的作用。
会计核算可以起到比镜子更大的作用，只是说有这

种可能，能不能实现，那就要依靠会计部门和会计人员

的主观努力。我们应当怎样去努力呢？最重要的一条就

是要做好基础工作。什么是会计核算的基础工作呢？那

就是国家曾经向会计部门和会计人员提出的四点基本

要求，也可以说是四条质量标准。即：第一条、帐证相

符，第二条、帐帐相符，第三条、帐表相符，第四条、帐实

相符。一般说来，前三条是容易做到的。第四条就不同

了，它是很不容易做到的，这是因为它受客观的影响很

大。由于物资的消耗、劳动力的消耗，是群众自己在掌

握，财产是群众在管理和使用，群众在管物在花钱，会

计部门在管帐在管钱。会计人员如果成天坐在办公室

里，不过问经济活动的具体情况，那就会脱离实际，脱

离群众，成为名副其实的“帐房先生”。因此，会计核

算当务之急就是要做到帐实相符。在现阶段来说，帐实

相符应当是会计工作的重点，是我们的主攻方向，它牵

涉范围很广，问题很多，我们必须花费很大的气力去

实现它，并巩固它。要达到这样的目的，首先要建立和

健全有关财务管理制度和会计核算办法，让人们共同遵

照执行，尤其是会计人员要自己带头执行，不然的话，
会计核算的质量就得不到保证，不但起不到消极反映的

作用，而且会变成一面“哈哈镜”。镜子虽然有反映客

观情况的作用，但是它本身存在一个质量问题，质量不

好的镜子，会使客观事物失去本来面目。听说 在旧社

会娱乐场所有一种专门用来供人们逗趣的镜子，它可以

把一个正常的人照成奇形怪状，使你一见不由得 哈 哈

大笑起来，所以叫做“哈哈镜”。会计核算如做不到帐

实相符，那同哈哈镜又有什么区别呢？它不但起不到积

极作用，反而引起人们的错觉，造成思想认识上的混乱。
在过去一个时期，林彪、“四人帮”用革命的伪装来

掩盖反革命的原形，大搞唯心主义，宣扬形而上学，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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