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的 平间 经费等指标，以及为了 完成上述任务的其他辅助

指标，如出勤率、工时利用率等。车间要对各项指标进行

数量核算或金额核算。分解下达给车间经济指标的多

少，应根据企业的规模大小、工艺繁简、管理水平等决

定。在一个小型企业里，车间经营管理的好坏，主要看它

产量能否完成计划，质量是否合乎标准，材料消耗是否

节约，至于水电风气费用、折旧费用等不好划分的费

用，可以由厂部统一管理和核算，各车间完工的半成品

可进行数量核算，不按内部结算价格进行金额核算。这

样，既可以减轻车间计算成本和价格的繁重工作，又能

够反映出车间的生产经营状况。车间还可进一步将有关

经济指标分解落实给班组和个人。
（2）核定资金。小型企业的车间一般不设材料二

级仓库，所以不必核定储备资金定额，可只核定在产品

资金定额和少量的货币周转金。每月通过实际盘存，检

查在产品资金定额的遵守情况。储备资金、成品资金和

固定资金分别由厂部有关部门掌握，但仍要搞好全面的

资金管理。
（3）物质奖励。各车间核算员对车间各项经济指

标的完成情况，要进行登记，并定期公布（通常一月公

布一次），认真检查各项指标完成情况。指标完成情况

要作为记分计奖的依据。对不同指标可分别确定基本分

数，如产量40分，质量20分，消耗10分，资金10分，出

勤10分，工时利用10分等，再按各项指标完成的好坏加

分或减分，如增产短线产品的加分，提高优级品率的加

分，品种完不成减分，次品、残品率超过标准的减分，
发生事故的扣分等。各车间经济指标完成的情况不同，
所记分数不同，得到的奖金也有多有少。

厂内经济核算制是企业内部的经济管理体制，具有

较大的灵活性。实行厂内经济核算制的做法可以多种多

样，其基本要求是要能够正确处理企业内部上下左右之

间的权、责、利关系。如果我们根据不同类型企业的需

要与可能，分别采用完全的、基本完全的、不完全的几

种厂内经济核算制形式，就可以较好地适应各类企业的

条件，并使厂内经济核算制能在更加广阔的范围内发挥

积极的作用。

更 正

本刊1981年第8 期第16页右栏第21行“助理

会计师及县以下的技术职称”，其中的“县”字

应删掉。

读者来信

要加强对市内

交通费报销的管理

王 讦松花江林业管理局

编辑同志：
现在有些单位对市内交通费的报销管理非常混乱，

一些思想不健康的人，搞出很多损公利己的花样，支出

数字越来越大，已成为经费超支的主要原因之一。其表

现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有票即报。有的领导不注意审核，不管乘坐汽

车、电车或者出租小汽车，不问是公事还是私事，也不

论是职工本人还是其他人乘坐，见票即批，财会人员制

止不住，也掌握不了，只好有票即报。特别是出差到大

城市的，更是公私不分，你我不分，报销数字惊人。
二，“免费”旅游。在一些大城市经常 可以看 到

“××一日游”、“ × ×旅游”等广告，往返一次票价

一人多在五元以上，买票旅游的人非常之多。经了解，

原来是以市内汽车票，化大为小，充作旅游费的收据，
回单位都可 报销。这样，旅游单位增加了收入，出差

人员也“免费”游了山，玩了水，可是国家不知要多开

支多少不合理的支出！

三，挟带私货。前一时期出差到北京，看到前门外附

近有些小贩在街头叫卖塑料绳编的杯套，问价八角钱一

支，你若嫌贵，他公开跟你讲：“你给一元我另外给你一

元钱的市内公共汽车、电车票”。他们这些车票是从哪

里来的？这些票据如果有人拿回单位，当然也可报销。
结果是给投机者钻了空子，国家又增加了不合理开支。

有人认为市内交通费数额不大，何必大惊小怪。殊

不知每天有大量人员出差，这些不合理支出，加在一起

数字也是可观的。
为了堵塞漏洞，我认为应当加强对市内交通费报销

的管理。首先，要教育职工树立廉洁奉公的思想，花钱无

论多少，都要公私分明，不沾公家的便宜。其次，要健全

制度，严格审批手续。对市内出差报销，一定要填写报

销表，注明人数、时间、起讫地点以及出差事由，经会

计审核、领导批准报销，不

能见票即报。对于到大城市

出差的，我认为可以根据出

差地点、时间及工作情况，
规定一个定额标准，适当加

以限制。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读者来信
	要加强对市内交通费报销的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