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经验我们尝到了资金平衡会的甜头

李有均

我们内蒙一一七煤田地质勘探队的财务管理，实行

的是费用预算管理与成本核算相结合的管理办法。撇开

事后的核算，基本上是以预算管理为主。几年来，对于

资金的事先管理，我队大体上采用过三种形式：第一

种形式是用款单位报用款计划，由财务科批准后执行。
第二种形式是用款单位提用款计划，由财务科召集有各

用款单位参加的业务联系会，共同审批后执行。第三种

形式是召开队务会议，由队长主持，各科科长、各分队

队长等有关人员参加；共同研究审批各单位的用款计

划，统筹安排资金，我们管这种队务会议叫资金平衡

会。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演变呢？一九七七年前，我们采

用的是第一种形式，各单位的用款计划由财务科审批。
那个时候，各单位提出的用款计划都戴有一顶准备 挨

“砍”的 “帽子”。一个队有二十几个点，战线长达一

千多里，财务科面对这样多的单位，情况又不熟悉，批

这个，不批那个，很难下笔。马虎一点批吧，可能影响

生产，批得不当，会使浪费合法化，还不如不要计划。
如果笼统地砍它百分之几，计划会流于形式，起不到计

划管理的作用。要批得合情合理，的确难办。于是在一

九七八年采用了第二种形式。每月在业务联系会上，把
各单位提出的用款计划和财务科当月可分配的 资金数

全盘端出来，反正只有这么多钱，大家戴的“帽子”大

家看着“砍”吧，用款单位各讲各的理由，财务科心中

比较豁亮了，经过大家评论一番，财务科再进行综合平

衡，安排当月资金。这种形式比第一种形式前进了一

步，但是仍有不足之处。由于队领导没有参加主持业务

联系会，会议结论权威性差，有了问题不易取得领导的

支持；会上你争我讲，各施“辩才”，会议的严肃性不

够。因此，从一九七九年起，我们采用了第三种形式，
即资金平衡会。

资金平衡会，使我们在资金紧张的情况下渡过了

难关，保证了一九七九年各项任务的资金需要。资金平

衡会的主要作用，是把队的领导和各职能部门、各用款

单位的负责人组织到会议中来，共同参加管理，有利于

统筹兼顾，合理安排资金。会上先由财务科介绍上月成

本情况和资金平衡会决定的执行情况以及本月资金安

排的初步意见，在此基础上各抒己见，由会议主持人引

导大家分析研究，综合平衡，作出决定，财务科据以执

行。这样作出的决定，有权威，效力大，大家心目中都

有个资金平衡会在，有个全局在。因此，只管伸手要钱

而不管有钱无钱；只管自己要钱而不管别人要不要钱；

只管眼前需要而不管整个资金情况的；都明显减少了。
大家理财的观念增强了，财务科的工作也就好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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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企业材料核算工作，对

于加强企业经济核算、严格物资

计划管理、促进增产节约运动的

开展、提高资金使用效果都起着

重要的作用。
多年来，我厂的材料核算，

虽然做到了统一计划价格，坚持

按月与仓库核对，基本上满足了

经济核算工作的需要。但由于我

厂材料品种规格多达两千种，核

算任务繁重，尤其是“材料动态

和余额”的核算，工作量过大，
费时太多，仓库的材料明细帐，
长期不能准确、及时、全面、完

整地反映 出 “材料 动态和余

额”。到了月终、年终，常常因

帐、卡、物不相符而互相扯皮、

互相推诿，耽误了时间，使企业

会计报表经常推迟上报，拖了企业核算的后腿。
今年，在屯溪市清产核资领导小组的帮助下，充分

发动了群众，对多年来一直是费力很大、工效不 高的

“材料动态和余额”的核算工作，进行了科学的组织，
改进了核算方法，取得了较明显的效果。

我们的具体做法是：

一、把材料明细帐下放仓库。仓库除配备保管员还

配备了材料记帐员，负责核算材料进出数量、金额和余

额。使用一套既有数量又有金额的“数量金额帐”。记

帐员归口供销科领导，财务部门负责业务指导和帮助。
由于记帐员身在仓库，与保管员朝夕相处，不仅做到分

工协作、互相配合，而且职责分明。由于他们熟悉材

料、了解情况，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从而加强了财务

监督。
二、建立了材料收支日报制度。记帐员每天 下班

前负责编制“日结单”，附当天发生的收支原始单据报

财务科一份，由财务科及时核对。改变了过去一个月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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