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际颁发了有关财务制度的规定，并定期检查

考核，及时查处违纪问题。去年，我们在财务

检查中发现有个分厂乱挤 乱摊 成本0.5万元，

就督促该厂作了倒帐处理，并在全公司通报批

评，扣除分厂财务科长和 主管 会计 当月的奖

金，维护了财经制度的严肃性。与此同时，我

们还注意了融监督于服务之中，针对基层会计

业务素质、政策水平较差的状况，对查处违纪

问题中属政策界线不清的着重宣传解释，并从

治本入手，组织举办短训班，采取了以会代训

和专业讲座等方式，提高大家的业务能力与政

策水平，为正确执行政策法规奠定了良好的基

础。
（三）把好费用开支关。从去年开始，我

们在公司领导的支持下，对差旅费、办公费、

小车燃料和车间经费等实行指标定额，数量控

制，包到 单位、科室， 超支不补，节余留用的

办法，由财务科审核把关，定期向公司职代会

报告财务开支情况。去年，有个分厂申请购置

自行车。当时，按企业管理权限，可从自有资

金中列支。但我们考虑自行车属社会集团控购

物品，应严格按规定程序办理，就主动提交申

请报告，县控办批复后才列支购置。在把关堵

口上，我们对大笔支出讲认真，小额开支也不

放松。一次，公司车队有个工人出差买配件实

际出差20天，却报了30天住宿费。我们查实后

追回了当事人多报领的50元住宿费，并让那个

工人作了检讨。事后，有人说我们财务科“抠

得太死” ，但我们认为双增双节就是要从大处

着眼、小处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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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革 会 计 工 作

陈元吉

紧密结合经济体制改革，改革会计工作，

是促进企业提高经济效益的一项重要措施。湖

南省岳阳磷肥厂1987年在因大修停产三个月和

磷矿石、焦炭价格 分 别比1986年 上 涨10% 和

20%的情况下，全年实现利润66万元，比上年

翻了一番多。他们之所以能够消化价格上涨因

素，实现盈利，重要原因之一是在内部实行了

目标成本管理，会计工作 采取 了一 些改 革措

施。

一、狠抓基础工作

做好会计基础工作，是加强企业管理最基

本、最关键的工作；也是实行目标成本管理和

责任成本的重要条件。他们抓会计基础工作改

革的 做法。

一是整顿各种原始记录（凭证）。对全厂

现有的118种原始记录（凭证），分 单位 编制

目录，逐个进行审定，使之做到了“五统一” ，

即统一名称、统一 格 式、统一 编号、统 一印

制、统一保管，并对主要的原始凭证规定了传

递程序和各个环节的经济责任。原始记录（凭

证）的规范化，为会计工作的规范化奠定了基

础，为会计信息的准 确、及时 提 供了 可靠保

证。
二是加强计量检验工作。在质检科下成立

了计量组，集中管理全厂的计量检验工作；同

时，结合计量定级，对现有 各种 计量 检 测仪

器、仪表、设备进行了全面检查，做到了配置

齐全、校验准确，并制定了一套计量检验和维

修制度。如对大宗原燃料的采购、 验收、投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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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 “一条鞭”管理 后，坚持出 入库 计量，
1987年节约采购成本2.7万元；吨肥 焦比比计

划下降14.5公斤，全年节约焦炭834吨。
三是加强定额管理。人员、物耗、资金占

用、管理费用等方面均制定有比较完整和切实

可行的管理办法。此外，还对原材料、燃料、

半成品、劳务供应等，制定了内部价格目录。
1987年资金周转天数由1979年的187天 降 到46

天，加速了75%；原、燃料实行定额后，仅燃

料一项就节约12万元。

二、建立责任成本核算中心

成本核算中心包括：计价中心、结算中心

和考核中心。计价中心是在厂部调度办公室内

配备专职计价人员，负责对车间、科室等责任

单位与厂部之间和相互之间发 生的 经济 往来

（包括临时调工、劳务供应、转让材料等），

按厂部规定的内部价格进行计价；也抓外协收

入的计价工作。结算中心是由财会科负责对厂

内各责任单位与厂部之间或相互之间的经济往

来，凭计价中心填制的 “内部结算凭证” 办理

转帐结算手续。考核 中心，由 厂长 办公 室负

责，配有专职人员，对各车间、科室完成计划

的情况进行考核。考核的方法是，根据每月厂

部下达的计划任务书与考核 条例 进行 对照检

查。对完成计划任务不好或违反厂规厂纪的单

位和个人，按照考核条例规定，予以罚款或给

予其他处罚。

三、改进会计核算工作

该厂以往是财务科关门算帐，只计算全厂

总的产品成本和盈亏。这种作法，职工群众在

生产经营活动中，既不明确自己应负的经济责

任，也无法了解自己的经济效果，不利于厂内

经济责任制的落实。为了适应厂内经济责任制

和目标成本管理的需要，增强透明度，将会计

核算工作改为既以产品为核算对象，又以责任

单位为核算对象的双轨制核算方法。如在“基

本生产” 帐户内，在产品名称下按车间立户；

在填制成本费用的记帐凭证时，既要写明产品

名称，又要写上责任单 位名 称，做到 一 证二

用；原材料、燃料和动力耗费，按照实际价格

计入产品成本，按照厂内价格计入责任成本。
由于责任单位在成本控制上变被动为主动，使

专业核算与群众核算相结合，为降低产品成本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磷肥成本，1987年在原

材料价格上涨10—20%的情况下，单位成本 为

118.22 元，虽 比 1985年 和1986年 分 别 上升

14.4% 和10 .6% ，但仍略低于改革前的1984年

的水平（每吨下降0 .13元，按实际产量5.75万
吨计算，降低成本额为7 475元）。企 业 在 编

制会计报表时，既按国家统一规定编制“商品

产品成本表”，对内又编制责任成本表。
该厂在改革会计核算工作的同时，利用一

台卡西 欧 —602P可 编 程序计 算器 开展 电算

化，抓了专业控制和信息反 馈。一是每天计算

产品单位成本中的变动费用部分。即对每天的

半成品和产成品的产量及原材料、燃料、动力

的实际消耗数，由生产车间根 据原 始记 录汇

总，于次日上午报送厂长办公室，经审核无误

后，送财会科据以计算产 品的 单位 变 动成本

（按上月末材料成本差异率将计划成本调整为

实际成本）。二是每天计算产品单位成本中的

固定费用部分。即按每月初下达给高炉、成品

两个车间的半成品和产成品计划产量分别乘以

下达给这两个车间的目标单位成本中的工资、

福利基金和车间经费等固定成本，计算出当月

这两个车间各该项目的预算总数，除以当月日

历天数，计算出每天的预算总数，再除以每天

半成品和产成品的实际产量，即为这两个车间

每天的单位固定成本（采取约当产量法分配完

工产品和在产品费用）。企业管理费也按上述办

法计算，全部由完工产品负担。三是用示意图

每天反映实际单位成本与目标 成 本的比 较情

况，使领导和工人群众心中有数，有利于促进

生产。四是将可控成本（即固定成本预算数减

其中不可控部分，如行政管理人员工资及附加

费、工会经费、折旧费、大修理基金、保险费

用后的余数）实行簿记控制法，使信息反馈及

时，有利于节约费用，压缩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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