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算员按保管区分组，工作在保管区，负责复核

购销凭证、勾对保管帐和按月计算和填报“月

份销货成本计算表”，同时，会计核算员还按商

品小类设置库存商品类目帐，进行金额核算，
定期与财会 科的大类商品金额帐进行核对。为

了适应“两帐合一”的管理要求，财会科还修

订部分管理制度，如设置凭证传递单和规定传

递手续，加强对购销凭证的管理；商品明细帐

如有涂改，必须经过会计核算员查对盖章；商

品明细帐必须按统计目录、编号分设；帐户的

页数用正字统计，以管理帐户的户数和每户的

页数，以防丢失。

实践证明，他们的“两帐合一”的做法是可

行的。首先，加强了会计监督每一笔购销业务发

生后，其原始凭证经过会计核算员复核，然后据

以逐笔与保管帐进行勾对，保管帐经勾对盖上

印章，表示进行会计帐务处理。通过核对勾帐

形式，随时可以掌握每个品种的收发货和结算

情况，发挥了会计的监督作用，防止贪污、盗

窃或各种差错事故的发生。其次，减少了管理

人员。两站经营的商品两万多种，每个品种都

要开帐，每本帐簿按50页算，共需 设帐400多

本，需要专职 记 帐 员 约20人，采用“两帐合

一”，只需会计核算员10多人，对帐时只需两帐

核对，既减少对帐人员，缩短对帐时间，也便

于查找差错。第三、提高了成 本 结 转 的准确

性。采取保管帐和会计帐的“两帐合一”，从分

类核算考虑，要求仓库保管按商品大类分区，
按商品小类分仓，与财会核算对口管理。会计

核算员在复核购销凭证时，要求随即在销货发

票上填写进货单价，按旬计算商品销售成本，
月末进行汇总，据以填制“月份商品销售成本

表”，每季末还要按实际库存数量计算会计库

存价值，进行实际库存与帐面库存比较，查出

差异原因，及时进行调整。这样既提高工作效

率，也提高了商品销售成本结转的正确性。

理财广场
重视整顿改革

  加强财务管理

辽宁省建平县火 柴厂

我厂是一个中型火柴厂，主要生产以普通

安全火柴为主的六个系列十一个品种规格的火

柴。1984年我厂生产的抗风防水火柴被省轻工

厅、国家经委评为优秀新产品，并荣获国家经

委颁发的“金龙”奖。在各种原材料涨价、同行

业竞争激烈的形势下，1985年 1 至 9 月完成工

业总产值616万元，比1984年同期提高3.8%，
实现利润占年计划的83.1 %。我们的做法主要

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开展全面经济核算

我们首先建立了以会计师为首的经济核算

体系，在加强厂部财会人员的基础上，对全厂

六个车间、十二个科室、一个公司都配备了精

通业务、忠于职守的核算员。厂内设有三级核

算网，形成了全厂统一的全面的经济核算体系。
厂经济核算实行了“五统一”：1.全厂生产技术

财务计划下达到各车间，财务科制订各车间财

务成本计划和各科室费用计划指标，下达各经

济核算单位。2.固定资金、流动资金和各项专

用基金实行统一管理、统一对银行结算。3.全
厂的物资采购、成品销售和其它对外经济往来

实行统一管理。4.厂内实行统一的经济定额。
年初由厂部制订原材料消耗、费用支出、台时

效率、岗位定员、合理损失率等各项定额下达基

层。5.实行统一的奖惩办法。每月初汇总上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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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指标，根据实际完成情况，逐项进行考核

并实施奖惩。
车间核算：厂部将车间 视为 单 独核算单

位，在厂内车间和各部门之间实行买卖制，用

转帐或厂部结算。车间根据厂部下达的成本计

划，编制出自己的成本计划，并将有关指标进

一步分解，下达到工段、班组或个人头上，监

督和控制各项指标的顺利完成，指导班组搞好

经济核算。车间对厂部下达的各项经济指标按

期进行分析和预测，发现有完不成某项指标的

可能时，建议厂部及时采取相应措施，以保证

厂级核算的落实。
班组核算：对产量、质量、台时效率、设

备利用率、原材料消耗、低值易耗品等进行全面

核算，把经济责任和职工的经济利益直接联系

起来，调动职工的积极性，降低消耗、降低成本。

二、推行目标成本管理

我厂的目标成本管理包括厂部和车间目标

成本两大部分。车间的目标成本是厂部根据目

标利润计算出来的由基层部门必保 的 目 标成

本。各车间对应达到的目标成本、目标利润负有

经济责任，后勤管理部门对费用包干的完成也

负有经济责任，如每公斤火柴梗成本为0.5941
元，单位利润0.088元，单位售价确定为0.6821
元。一旦管理不善，成本当中的某一项超支就

会影响目标利润。经济责任制规定，完不成利润

计划按所欠额的 5 %罚款。我们对目标成本控

制方法是，生产车间目标成本以原材料、燃料、

动力的消耗量，可变费用的绝对额 为 控 制对

象。后勤管理部门以费用包干数为控制对象。

三、完善经济责任制

我厂在原来实行的“三级管 理，两 级 核

算，超利润提 成 计 奖”的基础上，制定了以

“包·保·协”为内容的经济责任制，全面落

实企业对国家、职工对企业承担的经济责任。
企业对国家承担十二项三十条，职工对企业承

担1，176条，其中科室和附营部门工作任务664

条，有关产品质量方面104条。其余条分别为产

量、消耗、利润、成本、安全、政治工作等。
做到“千斤重担众人挑，人人肩上有指标”，
一切经济活动联系着责任，一切责任联系着奖

罚，体现了按劳分配的原则，克服了平均主义。
1984年 6 月我们又对“包·保·协”方案进行

了调整，简化和突出了重要指标，增添了新的

内容，在全厂实行了四种责任制。即：计件工

资制；成本包干制；包·保·协百分计奖制；

附营部门定额补贴自计盈亏制。实践证明，这

种经济责任制更突出了责、权、利的结合，也

便于检查和考核。

财会动态
简讯

  水利水电建设总局

召开财务工作会议

为认真贯彻中央关于 “巩固、消化、补充、改善”

的方针和水利 水电建设工作会议精神，水利水电建设

总局最近召开直属企、事业和基本建设单位财务工作

会议。

会议总 结了1985年 的工 作，部 署了1986年的工

作，交流了经验，并就如何适应企业 “转 轨变型”。

搞好财会工作自身改革的问题进行了研究。
与会代表对开辟 财源，搞好财务管理；实行目标

成本管理，降低消耗，节约开支；加强会 计 基 础 工

作，提高核算质量；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管好用好

各项专用基金；适当划小核算单位，实行分级分权管

理，建立健全内部经济责任制；以及开展多种经营，

深入贯彻《 会计法》 ，加强会计队伍建设，严肃财经

纪律等问题做了认真的讨论。

此外，还对总局拟定的《 关于直属企业、 事业和

基本建设单位财务管理权限划 分规定》 、《 专项基金

管理暂行规定》 、 《 多种经营财务管理试行办法》、

《 材料管理及核算办法》 以及《 水电 勘测设计院固定

资产折旧的几项暂行 规定》 等讨论 稿提 出 了 修改意

见。

（本刊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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