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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强 资 金 管 理

  提 高 经 济 效 益
胡 振 国

河北省武邑县县办工业企业共有24个。近

年来，他们取得了较好的效益。1985年实现工业

总产值7561万元，比1981年增长了1.9倍；实现

利润582万元，比1981年增长了 9.2倍。武邑县的

工业生产之所以效益好，最主要的原因是加强

了财务管理，减少资金的不合理占用和浪费现

象。他们的主要经验是：

（一）实行资金管理责任制。他们把包字

引进资金管理，把减少资金占用，加速资金周

转的任务分级分口落实，并与奖惩联系起来。
例如，县保险柜厂，为了加强 储 备 资金 的管

理，按照物资储备量一般不超过二个月需要量

的标准，除紧缺钢材外，各种原材料和外购半

成品、零配件、包装物等都核定了保证生产正

常需要的最低储备额和最高储备额，并作为供

销科经营责任制的重要内容。管库人员每天都

及时向供销人员反映各类物资的库存动态。如

果因为低于最低限额而影响了生产，由供销科

担负停工工人的全部工资。如果盲目采购，使

库存超过最高储备限额造成资金积压，供销科

要担负超储备部分物资的银行贷款利息。所有

罚款，都从供销科人员的工资或奖金中扣除。
这样一来，加速了资金周转。到1985年末，流

动资金周转天数由上年同期的125天 缩 短为91

天。
（二）狠抓生产调度，缩短在产品的停滞

和间歇时间。如保险柜厂对车间实行承包责任

制，其中有定生产周期。他们对产品生产过程

的100多道 工 序，都定出了最佳经济批量和最

长生产周期。规定凡人为的原因，使周期拖长

而造成下工序停工待料的，由责任车间、班组

或个人负担下工序停工期间50%的工资。这就

充分保证了各生产环节的衔接。1985年末，生
产资金平均占用比上年同期下降19.8%。

（三）根据企业的产品特点、销售方式和

市场情况，采取不同的结算方式和结算工具，
减少在途资金和发出商品资金的占用。如酒厂

对大批量发出的商品，采取人随货走的方法，
货到验收合格后，立即办理电划托收，减少了成

品资金和在途资金的占用。1985年12月末，成

品资金占用比上年同期下降41%。再如：锁厂

为了减少结算资金和在途资金占用，把销售产

品和划收货款同时作为经营员责任制的考核内

容，把他们的销货提成奖励与货款回厂的时间

联系起来，从发货 到 收款 规定为20天，超期

者，视超期天数按比例扣除提成，货款回厂超

过一个月，取消全部提成。这样，该厂的资金

周转天数由1984年的230天 缩 短为1985年的90

天。
（四）推行全面的经济核算，努力降低成

本。锁厂推行目标成本管理和价值工程等现代

化管理方法，对外部实行包装品和外协件招标

的办法，效果不错。如包装箱价格由原来的每

只0.8元，降到0.4元，锁盒由0.76元降到0.46
元等。各项累计全年节省开支 7 万多元。保险

柜厂为了解决原料消耗“大锅饭”，成本结构

不清的问题，采取了滚动成本管理办法，每道

工序都有控制成本。他们规定：车间费用超耗

自负，原材料节约受奖，超耗受罚，成品率低

于98%的部分完全由个人负担。这样一来，主要

原材料冷轧薄板的利用率由90%提高到93%，
仅此一项全年可 节 约钢 材50吨，价 值 8 万多

元。
（五）推广厂内结算制度，管好用好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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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武邑县有60%以上的企业实行了这种办

法。各单位的基本做法是：把企业内部各生产

车间、职能科室变成相对独立的核算单位，并

在厂 “结算中心”开立帐户，把它们之间的供

领关系、转移关系、协作关系都变成等价交换

关系。利用厂内结算票券，如代金券、厂内支

票等以内部计划价格为依据进行结算。使流动

资金的分级分口管理不仅有实物上的监督，而

且有价值上的监督。企业的经济核算也由单一

的财务会计转向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并重，由

传统的事后核算变为事先控制。这样不仅降低

了产品成本和资金占用，而且为进一步实行目

标管理、价值工程等现代化管理手段奠定了基

础。水泵厂从今年一月份推行代金券制后，在

原材料涨价20%的情况下，可比产品成本仍降

低10%。武邑县工业企业资金使用效益好，与

各企业重视厂内结算制有着密切的关系。
（本文作者为 河北省衡水地 区行署专员）

理财广场
开展资金横向 调度  提高资金使用效果

林 依 群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建设银行

的体制已由过去的行政事业性过渡到金融企业

性，在管理方式上也由过去的总行统一核算过

渡到分级核算、自负盈亏。这对如何加强经济核

算，搞活建行业务资金，加速资金周转提出了

新的课题。为了适应这一变化了的新形势，近

几年来我们把加强业务 资 金 调 度作为搞活资

金、增加收入的重要环节来抓。从1983年起，
我区各行、处之间通过开展业务资金的横向调

度，不仅提高了建行业务资金的利用率，而且

还增加了企业收入。
我们开展资金横向调度的措施和具体方法

是：

一、业务资金实行横向调度的措施

1 .为了及时掌握全区资金活动情况，我们

对每月的旬、月报表增列了工商银行存款余额

和可供中心支行调用存款项目，这样便于中心

支行及时分析和调用存款，在保证各开户单位

用款的前提下，尽量做到少请领或不向上级行

请领资金，通过开展调剂调度，充分利用本地

区的存款，有效地提高了资金的利用率。
2.为了提高业务资金调拨计划的准确性，

便于基层行、处能较好地掌握本行资金活动情

况，中心支行统一印制了 “业务资金匡算程序

表”，“基本建设资金用款计划表”、“贷款项目落

实支用贷款表”和“企业性存款分析表”。及时

准确掌握资金来源与运用情况，并灵活调度，
大大提高了资金调拨计划的准确性。

3.业务资金调拨实行小指标考核。在落实

资金调拨责任制时，地、县两级行建立了主管

会计负责制，把提高调拨资金计划准确率、各

项存款利用率，以及吸收企业性存款增长率作

为搞活资金调拨的考核指标，参与年终评比。
调拨资金利息收入列入各行经营成果。这样一

来，调动了基层行的积极性，提高了资金调拨

的准确性。
4.积极吸收企业存款，扩大可供调度资金

来源。吸收存款是银行聚集资金的基本形式，

也是信贷资金的主要来源。为了聚集更多的建

设资金，各市县行普遍加强了柜台服务工作，
不断改善服务态度，提高服务质量、赢得了更

多的存款户，增加了更多的企业存款，为我们

开展横向调拨资金，利用存款，搞活资金创造

了有利条件。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理财广场
	加强资金管理  提高经济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