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财广场

坚 持 向 财 务 管 理 要 效 益

吉林省 东丰县铁合金厂财 务科

我厂是一个小型铁合金企 业，年 生产 能力九 千

吨。1985年，由于客观情况的发展变化，我厂 生产出

现了暂时的新的困难。但是，我们没有接受有关部门

的照顾，而是努力顺应宏观变化，积极致力于微观搞

活，增强企业自我消化能 力，年 终 不 仅没有发生亏

损，还实现利润100万元，缴纳产品税100余万元。我

们能够很快地从困境中走出来，关键在于我们主动加

强了财务管理，坚持向财务管理要效益。

一、加强成本管理，增强企业自我消化能力

首先，我们在采购和销售两个环节上，加强成本

控制，消化主要原材料价格上涨对成本的影响。在采

购渠道上规定：能从本地进的，不从外地进；能从厂

家进的不从商业进。在采购量上规定：容易采购的少

进；物资部门能代储的分批进，可进可不进的不进，

紧缺材料酌情多进。在采购价格上规定：能用便宜的

不买贵的，价格相同的选购质量好的。并相应制定了

各项具体标准。通过采购环节的成本控制，使吨铁材

料成本下降了22.1%。在销售环节上，我们根据本厂

部优产品供不应求的趋势，遵循价值 规律，在保证国

家计划调拨的前提下，对 部 优 产 品实行优质优价，

增加利润60多万元。

其次，我们通过开展目标成本控制，降低内部消

耗，加以消化。我们共算出内部潜力帐14项，在 此基

础上测算出目标利润，并根据这个目标倒算出单位成

本应下降 8 %。按照这个比例，从实际出发，对预测

单位成本中的材料、企业管 理费、车间 工具费、电

费、工资含量等逐项进行调整，使单位目标成本比预

测成本降低了90多元。根据以上的成本、利 润目标，

我们又推算出全年的目标产量、销售收入、产品质量

合格率、流动资金平均占用余额等。构成了以提高经

济效益为目标， 以目标成 本 为 轴心的产、供、销、

人、财、物全面管理体系。

为了确保实现利润目标，我们对目标 成本采取如

下控制方法：一是通过定额分解落实。先将工厂成本

分解到车间，以吨成本为单位控制车间成本，然后，

由车间将单位成本目标分解成具体指标。如 日产量、

吨耗电、产品合格率、设备完好率等。厂 考核 车间成

本，车间按指标考核到炉。二是通过厂内银行直接控

制。生产单位所需原辅材料等，须车间开领料单，经

生产部门签字，厂内银行按定额标准审批划价后，才

能去仓库购买；产品入库后，厂内银行按定额标 准拨

款，节约厂与车间 1 ：9 分成，超出成本部分视为亏

损，由车间自负。三是通过内部审计检查监督。我们

严格执行成本和 会计法，认真做好票据复核，对一切

违反财经纪律、影响目标成本控制的现象，坚决制止

和纠正。四是通过经济责任制实行奖罚。对所有承包

单位，我们按照定员 定额，把工资、加班费、各种津

贴和补贴，同奖金一道包下去。厂考核车间、科室成

本和费用的 绝对控制额，以此确定集体奖罚额；车间

考核班组的指标 完成情况，班组考核到人头，视本车

间、本班组盈亏情况确定个人的奖罚标准，罚款部分

用来弥补亏 损 额。

二、加强质量管理，提高产品竞争能力

我们认为财务管理不能只算产量、消 耗、费 用、

成本帐，更要算质量帐，加强质量管理，这是提高产

品竞争能力，扩大销售的根本途径。我们的做法，一

是抓质量投资。在资金紧张的情况下，我们仍先后投

资11万元，对料场和筛选工段进行技术改造，使 各种

原辅材料的杂质得到有效地控制，从而使矽铁质量达

到国家标准，被冶金部评为优质产品。产品 合格率由

99.5% 提高到99.8%。按照这个比例算帐，减少不合格

品17吨，减少损失2.6万多元。更重要的是，培养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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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产品，从根本上增强了企业的竞争能力。二是在

财务支出和分配环节上把住质量关。材料进厂经质量

部门检查，不合格的拒付货款，规定生产 车间的产品

质量指标的奖罚标准，占奖金额的30% ，促进质 量的

提高。

三、加强经济核算， 实行企业内部的商品化管理

一是建立厂内银行，变产品生产、产品核算供给

制为买卖关系。各核算单位在厂行建立户头，按厂内

价格进行经济往来。二是根据企业生产 过程单一，无

中间产品的实际情况，建立了以仓库为中心的厂内交

易市场。供应部门将采购的物资卖给仓库；各生产单

位向仓库购买原料，销售产品；最后由仓库、销 售部

门向厂外销售，形成一次产品两次销售的管理体系。

各部门的经营成果，由厂内 银 行 考核结算，自负盈

亏。这样，就把提高经济效益，建立在内部竞争的基

础上。

四、加强流动资金管理，挖掘资金潜力

1985年，我厂由于处理机电产品报废和其它物资

损失，冲销了全部自有流动资金，银行贷款也只 有170

多万元。在资金紧缺的情况下，我们从加强资金管理

入手，千方百计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具体做法是：在资金管理上，实行分解入库，定

额承包。采取先测算资金占用目标，然后分解到 部门

定额承包，打破过去混着管，估着用的 “大锅饭”做

法。即将流动资金按储备资金、生产资金、成品 资金

进行分解，分别承包给仓库、车间和供销部门管理，

由厂内银行负责单项考核。资金定额承包后，调动了

部门理财的积极性，供应部门按生产计划严格控制采

购量，全年储备资金占用额比上年下降了6.8%。生产

车间更是算计着用钱，核算员天天到厂内银行对帐，

先算后干，边干边算，一分钱也不放过，生产资金占

用额比上年下降了52%。销售部门为了减少成品资金

占用，规定库存不超过全厂10天产量，超储部分按积

压扣发工资或奖金，成品资金占用比上年下降了80%。
实行流动资金定额承包后，百 元产 值 资金率下降了

59.3% ，定额流动资金平均占用额降低了46%。
在资金控制上，严明制度，合理调节。厂内银行

对流动资金开支，一按定额标准严格控制，二按厂内

价格严格审批，有效地杜绝了资金浪费现象。比如钢

材单位消耗定额为40公斤，定额内 每公斤 计划 价格

0.65元，如果超定额 领 料，执 行厂内议价，每公斤

1.30元。在价格杠杆作用下，六种主要原料消耗，有五

种比上年大幅度下降，大大节约了流动资金开支。同

时还对各项开支进行合理调节。比如对大宗原材料托

收承付，材料进厂要由供应部门签字，仓库对质量、

数量验收合格后，才能办理付款，避免盲目采购带来

的损失。又比如冬天是我厂生产的淡季，但正是矿石

开采、运输的旺季，供货单位 往往把全年的供货量集

中在冬季提前运 到厂。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在签订合

同时，就商定了延期付款办法，防止资金使用上的大

起大落。

在资金运用上，部门配合，统筹兼顾。在厂内 ，

建立了以财务部门为枢纽的 资金协调网络。财务与供

应、销售、生产部门分别建立协调工作程序，并完备

了一套业务衔接手续。供应部门 每进一批货，都要按照

程序持“物资采购申请单”到财会部门审批，履行手续

后，才可以组织进货。生产车间领料和产品入库都要

经过厂内银行审核、划价、办理转帐后，方能办理物

资出库、产品入 库手续。销售业务同样在财务部门的

监督和协同下进行。这样做，即改变了财 务部门一把

钥匙掌钱柜的状况，又防止了各承包单 位 各行其是的

现象。

在资金运动中，关注动向，讲求效益。根据我厂

近两年正常货款回收平均周期，我们把15天作为一个

承付期，超过15天不回款的，马上采取催收 措施；超

过一个月不回款的，财会人员就上门 去收款，基本上

消灭了往来陈欠，使资金得到了充分利用。为了加速

资金周转， 我们还在跑站、库存、发货、回款等四个

关 键 环 节上抢 速度，争效益。比如跑站拉货，前几

年一般每年要支付压站费二、三万元，还要支付雇车

运费三万元左右。我们对车队实行费用承包定额计件

工资后，调动了车队人员的积 极性，不但辞去了外雇

车辆，车队人员也由42人，减少到26人。从厂子到铁

路货站往返 7 公里，车队人员起早贪黑，多拉快跑，

有的单车一天 就 完成了100吨的运输量，做到了站台

货物不超期，全年没有支付铁路压 站费。又如在发货

环节上，销售科根据生产计划，提前一个月制订销售

计划，在产品入库前，就请好车皮，签订合同，有的

产成品入库当天，就马上组织发货，使库存产品始终

控制在10天产量之内。对销售员实行按月回收额计奖

的办法，完成回款金额得基本工 资，超 减按比 例奖

罚，使月回收款额一般都占 销 售额的 85 % 以上，由

于在资金运动中，加强了重点环节管理，加速了资金

周转，去年资金周转天数达到37天，减付利息三万多

元。百元销售资金率降低了13.76%；百元 资金利税

率比上年增长了1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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