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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财务管理水 平  

适应企业 “转轨变型”

攀枝花钢铁公 司

近年来，我公司在“转轨变型”中，狠抓

财务管理工作，有力地促进了企业管理水平的

提高，全公司“六五”期间 年 利 税平均递增

20.21 % ，取得了好的成效。

一、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把增收节支

作为财务管理的重点

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把工作切实转

移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我们

把增收节支明确地列为财务工作的重点。在工

作方法上，我们坚持依靠群众当家理财，发动

全公司职工围绕利润目标，为增收节支献计献

策。公司设置了“增收节支合理化建议奖”，
并向全体职工发出公开信，号召全体职工人人

提合理化建议。对职工提出的合理化建议逐项

研究，经厂矿和公司评审确认，视建议效益大

小或论证水平高低给予 5-30元的鼓励奖，当

组织实施见效后再颁发成果奖。实行这种依靠

群众开展增收节支的办法，效果显著。例如，
烧结厂按照管理 人员建议，花了1.6万元，在

翻车机上加振动装置和锥形分料器，既保护了

车皮，提高了翻车效益，又使每个车底的残矿

从500多公斤降到 60多公斤，每年节支上百万

元。

二、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考核方法

1.按下属单位的不同特点建立健全经济责

任制。1985年我们结合新情况，将联利计奖责

任制进一步发展成为以公司利润目标为中心的

目标承包经济责任制，按照每年利润递增10%
的要求，根据厂矿单位的不同特点，分别制定

了考核的重点指标。对主要生产厂和部分独立

生产产品的辅助厂矿，如铁、焦、烧、钢、坯

等厂，重点考核利润指标，实行联利计奖，上

不封顶，下不保底。同时对产量、质量、品种、

消耗等生产指标 也 加以 考核，实行超降加减

奖。对为主体厂提供劳务和能源的辅助厂矿，

由于是以需定产甚至限产的，不适宜考核利润

指标，便以成本作为主要财务指标考核，同时

强调对主体厂矿的协作配合和安全运行。成本

考核的方法也因厂而异，不搞一刀切。如对动

力厂主要控制动力总费用，力求指标合理，既

保生产，又 不 浪费，容 许总费用指标随铁、

钢、坯、材、线总产量的升降加以调整；对汽

运公司将考核总费用改为考核百元收入成本，
有利于在控制成本费用的同时提高工作质量，

挖掘运输潜力。对销售部门，主要考核销售收

入，实行超额加奖，上不封顶；对供应处、备

件处考核一、二级库存材料、备件资金定额，

超定额扣奖，节约加奖，相应把管理费列为次

要指标，只作 为扣奖条件。对 社 会性服务单

位，如教育处、医院、生活服务公司等，为了

合理考核费用，在核定计划时将工资、折旧、

工会经费等六项相对固定的费用予以剔除，只

核定变动费用。
2.适当扩大部分二级单位的财权，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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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经营潜力。按照放开搞活和管住管好的精

神，我们在处理公司和二级厂财权和利益上，

本着从实际出发区别对待的原则，对前后工序

衔接紧密的第一线厂矿，不搞内部利润分成，

主要侧重对目标利润完成情况的考核。对远离

公司本部、既搞科研又搞生产、自成体系的专

业厂，则实行上交利润递增包干、超额分成的

办法，使该厂自己形成生产发展基金，达到以

生产养科研，以科研促生产的目的。对于“非

热线”生产、独立性 较 大的 二级 单位，如电

修、铸造、机修等，则允许他们在完成公司指

令性计划的前提下，利用富余设备、技术、劳

力，对外提供劳务，收入与公司分成。

三、革新核算方法，提高管理水平

1.由“顺平衡”到“顺逆平衡”。过去，

我们的利润计划指标是根据生产技术、检修、

销售等计划指标 计 算 出 来的，即所谓“顺平

衡”。随着企业转轨变型，我们进一步将“顺

平衡”改 进 为“顺 逆 平衡”。即根据生产、

技术、检修、销售等计划指标算出 利 润 计 划

指标，然后再与预测的目标利润 相 比 较，找

出差距，从保目标利润出发，逆向对产量、品

种、质量、消耗、运输、供销等生产技术经济

指标提出进一步的要求。这样，立足于广辟财

源和节约支出、具有进取性的、以目标利润为

中心的财务成本计划，既 是建 立 在 生产、技

术、计划基础之上，同时，也对生产、技术计

划具有指导作用。例如，1986年，由于外部调

价和高炉中修，减利因素 达6 000多 万 元，使

公司的利润目标受到严重影响，按“顺平衡”

计算，利润递增10% 的目标根本无法实现。我

们采取逆向测算，推出了以调整产品结构为重

点的增收节支措施，如建议增加管坯产量、扩

大军工钢品种、利用废钢资源开展联营加工协

作，以及内部挖潜、提高质量、降 低 消 耗 等

等，九个月内，消化了外 部 涨 价因素2 277万

元，在钢产量比上年同期略有下降的情况下，

利润增加1 800万元，增长率为12.76%。
2.实行目标成本管理，建立成本保证体系。

我们将全面质量方法引入财务管理，建立起了

以生铁成本为中心的吨铁目标成本保证体系。
具体办法是按生铁成本包含的原料、动力消耗

和固定性费用等项目，层层分解，建立考核奖

励责任制，并以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相结合，
成立成本管理小组，按质量工作循环图要求进

行控制管理。通过这种办法，促进了从原燃料

采购，到烧结、焦化、冶炼和矿山等各个环节

节约成本，提高产品质量。
3.加强流动资金管理，强调各部门、单位

共同承担资金周转责任。一是 按 专 业 统管原

则，实行物资采购、产品销售、资金调度“三

集中”。二级厂矿除少量三类物资和办公用品

外，无权外购；销售处统管销售并实行收支两

条线，收入全部交给财务处平衡调拨。财务处

还建立了货币资金库存限额和月度分析制度，

有效地避免了资金分散，提高了 资 金 利 用效

果。二是加强供、产、运、销的综合平衡，重

点抓产品的外运。三是对生活、教育、卫生、

汽车运输等部门按系统实行统管，严格考核资

金定额。我们还制定了流动资金单项考核奖惩

办法，对超定额占用，要支付利息（内部计算

利息）。还按储备、生产、成品三个环节，确

定了关键品种（如钢锭、耐火砖、钢锭模）的

周转定额，把计划、总调、机动、销售、供应

等部门与厂矿捆在一起，分 解 责 任，落实 奖

惩，大大增强了各部门的资金观念，使流动资

金管理工 作 前 进 了一步。流动资金周转期从

1980年的129天下降 到1985年 的74天，1986年

上半年又降到70天。
随着企业由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型的转变，

需要财会部门提供和处理的信息越来越多，靠

传统的手工计算已越来越不能 适 应 需 要。从

1984年起，我们在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中，开

始运用电子计算机技术，并先后组织68名财会

人员参加计算机培训班学习。到目前为止，已

有18个厂矿单位应用微处理机进行成本核算、

科目汇总、工资计算、各种 会 计 报 表编制以

及成本、销售、利润预测等，收到 了 良 好 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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