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会改革“满负荷工作法”中的会计改革

焦瑞学  石 兰英石 家庄市第一塑料厂财务科

编者按：去年以 来，石家庄市第一塑料厂实行满 负荷工 作法的经验，得到 了中央领导同志

的充分肯定，在全国引起 了较大反响。不少 企业正 在积极组织学 习、 研 究和推广。企业的财会部

门在学 习推广 满 负荷工作法中，如何与当前的财会改革、 完善、 充实财会管理职能 ，加强资金、

成本、费 用的控制管理等工 作结合起 来，是一个需要探索的问题。为此 ，本刊特约请石 家庄市第

一塑料厂财务科科长焦瑞学和副科长石 兰英同志把他们几年 来的工 作作一个介绍 ，在本期刊登，

供读者参考。

我厂自1985年推行 “满负荷工 作法”以来，我们

财务科全体同志眼睛向内，手 心向 下，充分 挖掘内

部潜力；以 “满负荷工作法”为指导，逐 步扩大和完

善、充实财务工作的管理职能，发挥财会人员在资金

管理上的检查、 监督、核算、 控制和指导作用，使我

厂的经济效益和其它各项经济技术指标 都有了不同程

度的增长，1987年各项指 标 的 完 成情况与改革 前的

1984年相比，产值增长97.3 % ，销售收入 增长126%，

流动资金周转速度加快一倍，利润增长48%。总结起

来，我们在资金、成本、费用的控 制、管理方面主要

作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加强资金的控制调配工作，达到资金尽其活

资尽其活是满负荷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检

验在资金管理上能不能实现满负荷的重要标准。为了

加快流动资金周转，使资金效 益达到满负荷，几年来

我厂摸索出一套搞活资金，加速周转的 “十字”法，

即：

“抓”，抓资金管理，增强领导 干部的资金效益

观念。资金管理的好坏，直接 影响着企业生产经营效

果的优劣。因此，由厂部到各个 职 能 部门的决策人

员，都要抓资金管理，这是搞活资金，提高资金利用

效率的前提。

“变”，财务科改变传统的资金管理办法，变管

理死钱为活钱，变算死 帐 为 活帐，变算小帐为算大

帐，变算近帐为算远帐，变 大 核 算 单位为小核算单

位，变资金多头分散管 理为建立企业内 部结算中心

（即内部银行）统一管理。

“定”，以销定产，以产定料，以 料定供，以供

定资，以倒推方法核定资金，最 大限度地减少储备资

金和产品资金的占用量。
“调”，合理使用资金，充分发挥现有资金的有

效作用，加强资金调度。我厂由于生产发展较 快，定

额流动资金长期未得到 补 充，再 加 上原材料涨价因

素，流动资金供需的矛盾相当突出。为了缓解这一矛

盾，我们采取了月计划日安排，利用资金日 报表的形

式，通过内部银行，随时调配资金的余缺，以 提高资

金的利用率。

“控”，控制资 金 的 乱 挪、 乱用，防止盲目采

购，造成新的积压。对各职能部门的资金使用，加强

了计划管理，按定额或包干数严格 进行控制。

“包”，费用开支包干使用。由厂 部采取平衡核

定的费用计划指标，下达各部门包干使用，实行卡片

定额管理， 超额不补，节约不跨年也不结转，一月一

清。

“集”，集资入股。鼓励内部职工 集资入股，吸

收社会闲散资金。几年来集资104万元，缓和了 流动资

金的紧张局面。
“结”，及时结算，及时收回销售款。结算时能

收现金的就不收支票，能收支 票 的 就 不用汇款或托

收，最大限度地减少资金在结算过程中的占用时间。
“归”，实行资金归口管理。按照供产销等各个

生产经营环节，核定储备资金、生产资金、产品资金

及专用基金定额，并归口到供应、生产、销 售、修建

等各职能部门管理。

“清”，定期进行清 仓 查 库。清 理应收 拖欠货

款，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处理积压 物资，自1986年以

来，处理积压物资173万元。
“十字法”搞活了 资金，使 流 动资金周转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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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1987年周转天数比1984年减少了一半多，仅此一

项，1987年节省利息支出70万元，占全年利润总额的

20% 。

二、努力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效益

“资（金）尽其活”的另一方面，就是建立责任

成本制。“满负荷工作法”的九项内容中有五项与成

本有关。它们 是 “物 资使用满负荷，能源利用满负

荷，费用降低满负荷，人员工作量满负荷，八小时工

作满负荷”。这五项指标，都属于投入指标的范围，

因此，控制成本的升降是 “资尽其活”的重要组成内

容。我厂1987年向上级承包的利润总额为350万元，为

了实现这一总责任，我们根据1987年的计划产量，预

测了原辅材料的价格变化和产品的市场销售情况，把

实现利润目标的主要因素分解为三部分，分别制定了

三项综合指标：1.产品成本，2.目标销售收入及价格

水平，3.原材料采购成本。并将三项指标进行分解，

逐项逐层落实到责任单位和个人。

我厂共有七个生产车间，一个辅助 生产车间。内

部承包的形式是以车间为 核 算 单 位，向厂 部承包。

承包的指标有：1.产品产量，2.产品品种，3.产品质

量，4.产品生产成本。产品产量、 品种由生产科下达

指标，产品质量由质检科下达指标，产 品单位生产成

本由财务科下达指标。我们按照上述分工将产 品成本

中与车间有直接关系并 能 为 车 间控制的指标分别车

间、品种制定出 责 任 成本，内容 为：1.材 料单项成

本，2.燃动费单项成本，3.工资单项 成本，4.车间经

费单项成本。其中，材料单项成本，根据车间产品单

位消耗定额已经达到的最好纪录，并参照同行业的最

好纪录，与技术科协商制定。上述各车间单位产品的

责任成本，按品种承包给各个生产车间，并 对每项指

标进一步分解，使 “责任”、 “核算”和“考核”三

者统一为一个整体。

各车间按材料计划价格，计算材料的单项成本，

每月发生的材料差异，由财务科按比例系数，分摊到

完工产品品种中去。为了划清经济责任，每月材 料差

异的发生额，按经济责任承包给供应科，作为 评价供

应科工作成绩的依据。

企业管理费中的可控费用，承 包给各科室。为了

控制企业管理费开支不突破总目标，我 们采用了低值

易耗品包干，办公费包干，差旅费包干的办 法。贷款

利息承包给财务科，印刷费承包给总 务科，机动料承

包给设备科，维修费承包给基建科，运 输费承包给汽

车队等。

厂部分解下达的指标，各车间、部门又 作了进一

步的分解，如：车间把单位产品消耗定额进一步分解

到各班组，各班组又分解到责任人。科室把分 解的责

任指标落实到责任人等。财务科既按责任成本进行核

算，同时也按产品归纳生产费用，核算产品成本。

为了使责任成本落实，我们进一步建立了报表制

度。车间班组通过日常记录，编制产 量、质量、原材

料消耗，费用开支日报表，其内容把各项 责任指标完

成情况与原定的责 任 目 标进行对比，反映到责任部

门，及时采取措施，纠正偏差。财务部门 每天向厂领

导及销售科提供各种产品当日销售数量及平 均销售价

格，以保证销售收入及销售价格指标的完成。财务科

按旬向厂领导及供应科提供主要原材料平 均采购价格

及材料成本差异的变化情况， 以保证采购成本按计划

完成。

全厂还建立了成本分析制度。生产班组要做 到日

检查、日分析、日计算，分析各项指标的节约或超支

的原因，及时进行总结。各生产车间 要做到旬分析，

月总结。按旬分析成本指标的变动情况， 每月对成本

情况进行总结，考核生产效果，对班组 进行奖惩。各

职能部门对分口管理的各项指标要做到日 检 查、 旬分

析、月总结考核，并向劳资科提供考 核情况， 作奖惩

的依据之一，对本部门的自控费用，及时检查分析。

财会科按月综合各部门、各车间的指标完成情况，编

制责任报表，向领导汇报，以资 奖惩。

1987年由于我厂在 “满 负 荷 工 作 法”思想指导

下，加强责任成本管理，全厂 7 个生产车间共降低生

产成本107万元，各科室压缩变动费用26万元，占1987

年全年利润的8.5%。

三、改革内部分配，促进生产发展

“一酬多挂”是促使企业实现满负荷在分配形式

上改革的尝试。一酬多挂就是将职工的全部收入（包

括工资、奖金、津贴、福利等报酬）作为一个整体，

同产量、 质量、成本、资金等指标挂 钩，根据各 项指

标的完成情况，全额上下浮动，使职工的利 益与整个

企业的经济效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具 体做法是：

1.职工报酬，与产量挂钩。如果 车间完 不成基本

产量指标，就得不到基本报酬，每月的基 本报酬可以

预支，其亏欠部分可以在以后各月的超额计件工资中

扣回，但不得跨年度。这样职工可根据承包规定直接

算出自己能得多少报酬，从而激发了生产积极性。拿

职工的话讲就是：我们多干一吨就能多得一份，少干

一吨就少得一份。起到了用 经 济 手 段管理经济的作

用，1987年总产量比1986年增长了14.7%。

2.职工报酬与质量指标挂钩。凡是生产一级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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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00%的付给基本报酬，生产二 级品的只付给 生产

一级品的70% ，生产级外品的不给报酬，凡是返工退

货的对责任者要加倍扣罚，从而调动了职工关心产品

质量。如：离型纸人造革车间生产的P U服 装革、一

级品率由1986年的71.84% 上升到86.7% ，P U C针织

革一级品率由1986年的80.25% 上升到81.51% ，仅此

一项年可增加效益17.23万元。

3.职工报酬与责任成本挂钩。每月按下达的责任

成本，按品种考核。单位成本每降低 1 % ，在超 计件

报酬的基础上加奖 5 %；单位成本每 提高 1 % ，扣超

计件报酬的10 %（无超计件工资的扣基本报酬。）

由于措施得 力，承 包 指 标适当，1987年全厂职

工、干部群策群力，在降低原材料消耗 和节约代用方

面下了功夫。据统计， 1987年 降 低原材料 成本108万

元，占总成本的1.83%。
4.职工报酬与服务质量挂钩。为了摆脱生产和生

活相互交叉、互相影响的被动局面，我们采用 了生产

经营与生活服务分离的办法，即把全厂所有的服务部

门，如医务室、 浴池、托儿所、 食堂等分 离出来， 成

立了服务分厂，独立核算，定额补贴，自负盈 亏。采

用服务收费的办法，报酬（即工资）按其服务收入的

多少发放，如托儿所原有人员13名，分离后由于服务

收入额限制，自动减员到11名。为了确保收入，她们

想尽办法提高服务质 量，多 收、多 看小孩，看好小

孩，尽量取得孩子家长的信任，使职工放心，安心生

产，实现了 “满负荷工作法”中的生产 满负荷，生活

减负荷的要求。

5.企业管理人员的报酬，以车间超计件工资的平

均数为计酬标准，按职务的高低，责任的大小，分档

次乘以规定的系数计算，并按承包费用的完 成情况予

以奖惩。

由于我厂推行了 满 负 荷工作法，加强了财务管

理， 使会计工作的职能和作用得到了发挥和提高，由

过去的反映监督型、 变为控制管理型。如1988年初财

务科根据市场情况，及时向厂部提出限制亏 损产品生

产及调整销售价格的建议。经厂 领导 研 究 付诸实施

后， 到 5 月份消灭了亏损产品。

目前，我厂满负荷工作法的实 施，正 朝着 “人尽

其才，物尽其用，资尽其活，时尽其效”的管 理目标

深入发展。

读者·作者·编者 对《关于联产品共同成本

的分摊方法》一文的一点不同看法

刘 林

我对贵刊今年第二期《 关 于联产 品共同成本的分

摊方法》 一文中 所述第三 种 分 摊方 法——毛利分配

法，有点不同看法。

“毛利分配法”将可以分别直接记入各单项联产

品成本的分离后深加工成本，一并归集到共同成本进

行分配，违背了成本分摊原则，从而造成了各单项联

产品之间单位成本不实。正确的方法 应 该是：先计算

各项联产品应分摊的共同成本份额，后分 别直接加上

各项联产品分离后深加工成本，即为 某项联产品总成

本（各项联产品总成本之和，就是全部联产品的总成

本），据此，再作出各项联产品的单位成本。

因此，原文“毛利分配法”的具体步骤和计算公

式应调整为：

1 、求出收入共同 成本率

2 分配各单项产 品 应分担的共同成本份额

3 、计算全部联产品的总成本

4 、计算各单项产品的单 位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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