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城乡商品经济的迅速 发展，商品 流通渠道与

日俱增。在新的经济形式下，要有效地维护当事人的

合法权益，就必须把企业的全部购销 活动用法律的形

式固定下来。即购销双方在经济 活动中应当签订经济

合同，并置于银行等部门的严密监督 之下，使得双方

在合同规定的范围内共同遵守，强 制执行。而委托银

行收款结算方式则规定，办理货款托收时，托收方不

需要给银行提供合同和发运 证件。这一规定恰恰与银

行在经济合同管理中的基本任务相矛盾。众所周知，

经济合同是购销双方进行交易的依据，也是银行进行

监督和维护收付双方权益的依据。而银行却不能通过

信贷管理和结算管理来监督经济合同的履行。其结果

必然会使购销双方签订的合同流于形式，一旦造成了

单方违约，银行无法问津，只能通过双方 或经济法庭

调解。如付款方超 承 付期占用 收 款方资金，因无合

同，银行就不能保障收款方的权益，这样就 不能防患

于未然，起不了事前、事中控制经济案件发生的作用，

必定造成大量的经济纠纷和巨 额的经济损失。这方面

的事例在湖南省澧县商业系统常有所见。如副食公司

1984年向津市市前进化工厂委托收款3.7万元，因该厂

经营不善倒闭，造成直接资金损失4.67万元，其中：

利息损失1.06万元，至今，该县商业系统委托收款长

期拖欠，造成损失的有42.5万 元，截至1987年12月底

止，委托银行收款高达495万多元，占 全部流动资金的

11.10%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结算 方式还 在广泛采

用着，而企业的资金包袱犹如滚雪球般越 来越大。

综上所述，要避免资金无偿占用 发生，切实贯彻

经济核算制原则，维护结算 纪律，认真履 行经济合同，

企业的商品交易就不宜采用委托银行收款结算方式，

而应视其不同情况分别选择现金，限额，信用证，汇

兑（电、 信汇、票汇），托收承付等结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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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订阅报刊等学习资料不能在行政经费中报销

编辑同志：
过去，我院 党委给党 员订阅的报刊等学 习资料，

在党费内开支，但近年 来改由行政经 费内报销，这种

做 法是否妥 当？

贵州遵义地区医院财务科  王国荣

王国荣同志：

编辑部把你的来信转给我们 ，答 复如下：

中央组织部1980年 1 月15日 发出的第3 号 文 ，对

党费的使 用范围提出以 下意 见：（一）教 育、训练党

员费用的补充开支；（二）党 员日常政治理 论 学习和

必要的业务学 习资料费的开支；（三）失掉工 作和劳

动能 力，以 及 有特殊困难的党 员的救 济和补 助 费用的

开支。因此我们认 为，党内订阅报刊等学 习 资料的费

用在行政经费中报销的 做 法 不 妥，应 按 中组部的规

定，由党费中开支。

（财政部文教行政 财 务司文卫处）

读者·作者·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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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与会计》1988年

第 1 期刊载了范存养同志

《 试论连锁置换法因素差

异迭变的内涵》 的文章。

该文认为在不同的置换顺

序下，因素影响额按代数

值大小比较，先后的次序

都是相同的。对此本人有

不同的看法，因为很多具

体问题与范存养同志的观

点不符。现以简单的两因

素分析为例，加以说明。

例：某商店销售收入

指标的计划与实际完成情

况如下， 要求以连锁置换

法进行分析。

首先以销售数量、销售单价的顺序进行置换：

显而易见，前一种置换顺序销售单价影响额大；

后一种则是销售量的影响额大，其大小次序发生了颠

倒。看来范存养同志所举实例不具 有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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