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小组或个人，凡是取得节约实效的，均可向管理部门

领取认可单，并按节约的难度换算分值。如补手套、糊

信封、洗被套等，每节约10元钱计一分；挖阴沟煤每50

元计一分；利用废旧料每100元计一分；原材料代用每

500元计一分。然后把这些分值统计出来，作为评发生

产奖的一项依据，从而推动了节约工作的开展和巩固。
注意点滴节约，粗看是小事，但积小成大，如能把

它变成全国人民自觉的行动，那么它的意义和成果就

是不可估量的了。我国现在仅国营企业就有三十多万

户，每个企业平均每年为国家节约一万元钱，就是三、
四十个亿，这难道还是小事吗？凡事都可以由小见大，

只有从小处做起，大家重视点滴节约，才能使涓涓细流

汇成大海。为了促进四化建设，使祖国早日繁荣富强

起来，难道我们不更应该发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革

命传统吗？

财会论坛
拖欠货款之风不可长

吴 顺 智

一个生产产品的企业，全靠销售产品所得贷款来支

付各项开支。如果生产的产品销售出去了，但却有相当

一部分货款收不回来，就会使企业出现财务收支不平衡

的资金紧张状况，影响所及，后果严重。例如，企业因

资金不足不得不延付购进原料、燃料、辅助材料等的货

款，给供货单位造成困难，生产急用的物资无钱购买，
必需的管理费用无钱支付，影响本单位的生产正常进

行；无钱上交利润和税金，使国家财政收入不能如期实

现；有的甚至连职工工资也发不出去。拿我们太原钢铁

公司来说，今年一、二月份实现利润1，800多万元，但由

于用户拖欠货款经常在两千万元以上，所以不仅上交利

润任务完不成，而且资金周转经常处于紧张状态。可见

用户拖欠贷款给生产厂带来多么大的危害。

在一些企业之间所以互相拖欠货款成习，究其原

因，有以下几点：

1.原材料储备已经超储，定额流动资金已经超占，
还在继续盲目采购，故无钱支付新买进的货款。

2.本企业生产的产品没有销路，大量积压，或者

产品虽有销路，但销售的产品货款不能及时收回，收支

不平衡，银行户头上又没有存款，因此无法按期承付拖

欠兄弟厂的贷款。
3.有些企业买了大企业的货，本来有办法挤出钱

来支付，但又觉得大企业资金雄厚，不在乎短少几万、几

十万的货款，因而有意拖欠，把拖欠大企业的货款作

为本企业“垫底”资金使用。
我认为，社会主义企业，不论规模大小，所有制

如何，都必须互守信用，严格执行合同。收到货物后经

过检验，只要数量、质量无差异，就应在接到托收后，
想尽一切办法，按期承付货款，予人方便，自己方便。
大家都这样做了，就可以避免交叉催讨货款，节省大

量差旅费。
其次，任何企业发展生产，只能靠自力更生，自

找财路，量入而出，量力而行，决不能靠 拖欠别人的

货款来给自己“垫底”，那种本位主义的算盘千万打不

得。要知道，一个省、市的财政收入，主要是靠有数的

大企业上交利润、税金来完成任务，如果大企业销售的

货款收不回来，资金紧张，欠交利润、税金过多，就会

大大影响这个省、市和主管部门财政收入任务的完成，
因此，所有企业都应当树立全局观念，积极付清拖欠

其他企业的货款。

第三，现在银行有一条规定，企业在按合同发出

商品一个月后，如果收不回贷款，银行就要扣回这部

分结算贷款。这个规定是不太合理的。如果是发货企业

不按合同提前交了货，对方因无準备，不能付款或因产

品质量有问题，不予付款，在这种情况下，银行收回

这部分商品的货款是应该的，否则银行就不应扣回发货

单位的贷款，而应该给予不按期交付货款的收货单位

以必要的经济制裁。
第四，对超储积压物资多、超定额贷款多的单位，

银行和财税部门要采取措施，对这些单位采购用款严

加限制，如不积极处理利用

超储积压物资，就不允许他

们再采购新的生产用料。对

于长期拖欠贷款的企业或农

村公社、大队，我认为，发货

单位有权向人民法院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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