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 强 营 运 收 入 管 理

  提 高 运 输 经 济 效 果

黄则棋福建省汽车运输公司会计师

我们福建省汽车运输公司是个企业性专业

公司，下设 9个汽车运输分公司，48个客、货

汽车队，671个站点（包括地、市运输站、社队

站、代办站），经营全省客、货汽车运输业

务。全公司拥有载客汽车2，695辆，载货汽 车

1，683辆，载货挂车1，878辆，职工2.5万人。
汽车运输生产的特点是：点多、线长、面

广、流动分散。因而，营运收入的管理和核算

是一项涉及面广而又复杂细致的工作。过去，
由于我们在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中存在着“重

成本、轻营收”的偏向，抓单车核算、保养修

理核算与成本分析多，抓营收核算和票证管理

少，因而运费拖欠多，营收交款率低；坐支、

挪用、私借、少报营收款和贪污等违反财经纪

律现象不断发生；短少、丢失票证票款事件也

不少，严重地影响了企业的收入，既腐蚀了一

些干部，又给国家造成了损失。近几年来，我

们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一手抓成本，一手抓

收入，尤其加强了营收核算与票证管理工作，
堵塞了漏洞，增加了收入，取得了显著的效

果。
我公司对营运收入和票证管理实行三级管

理、四个统一。三级管理是省公司、分公司、

县运输站（管辖隶属的社队站和代办站）的管

理。四个统一是统一票证、统一收入、统一核

算、统一划拨。营运收入按权责发生制进行核

算，凡属当月发生的收入，不论已收未收，均

应列入当月收入。客、货运杂费的结算，实行

“钱货两清”原则，先收后运，一次收清。营收

款和车站经费实行“营收上缴，费用下拨，专款

专用，渠道分清”的办法。各县运输站在当地人

民银行分别开设“营收”和“经费”两个专户进行

结算。营收款不准动用。在营运票证的管理方

面，各分公司设票证总库，负责各种票证的计

划印刷和供应。各县运输站设票证分库，负责

本站和所属社队站、代办站票证的 领发 和保

管。严禁任何站点和个人私自印刷票证。票证

设置八个会计科目进行核算，划分为定额票证

与非定额票证两大类。定额票证按票面金额采

取金额管理立帐；非定额票证采取份数管理立

帐。
下面谈谈我们在加强营运收入核算与票证

管理方面的做法：

一、实行营收款“日结、日缴、日清”制

日结、日缴、日清制，就是各站售票（业

务）员的营收款要天天结帐，做日报表或日记

卡；天天上缴营收现金；当天营收现金除周转

金外，要扫数缴清，不能只缴大数。这样就抓

住了日报表与现金这两个关键环节，以防止贪

污挪用的发生。
为了推行这一制度，我们设计了一种“发

售客票日记卡”。它是简化了的“营收日报”，
内容有票别到达站、票面金额、售出起号、未

售起号、张数、金额六栏。每日只填列未售起

号、张数、金额三栏，从而节省了做报表的时

间。为了确保天天缴清票款，我们对全省各站

售票员都分别核定了找零周转金。
开始实行日结、日缴、日清制也不是一帆

风顺的。窗口售票员强调票种多，天天做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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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困难；区间车售票员每天出车回 来 要洗车

箱，强调工作忙，做日记卡感到是个负担；货

运、行李房的同志做日报感到不习惯等等。我

们通过宣传工作，指出实行日结、日缴、日清

制的好处，并辅之以必要的经济制裁手段，促

进了这一制度的全面执行。
实践证明，实行日结、日缴、日清制好处

很多：第一，当天帐清、款清、票清，售票员

心情舒畅，有利于提高业务水平。尤溪运输站

一个窗口售票员深有体会地说，刚开始做日记

卡时很吃力，现在习惯了，做起来也快了。如

果一天不做，就不放心，不知道票款 是多是

少。做了日记卡，交清了款，就放心了，如有

差错也可及时发现，及时纠正。另一个区间车

售票员说，实行日结、日缴、日清制解除了我

的苦恼，过去行车途中驾驶员向我借款，碍着

情面只好将票款借给他，往往一时又 收不回

来，形成挪用票款。现在有了制度，不借给，
驾驶员也没意见。第二，堵塞漏洞，是防止贪

污事件的有力措施。例如，我省地处闽、浙、

赣三省交界的浦城运输站，是客货运量与营收

款较大的一个枢纽站，在1975～1976年间，因

管理制度不健全，发生了两起较大的贪污案

件，实行日结、日缴、日清制后，三年来没有

发生过大小经济案件，营收缴款率达到98%。
第三，区间车售票员可掌握线路旅客的流量流

向，找出规律性，提供业务部门作为是否增开

班车的依据。第四，加速了资金回笼。

二、严格控制票证储备量，加强票证管理

票证是有价证券，一经售出就是现金。过

去由于滥发票证，售票员存票过多，因而发生

了倒本、倒号售票，虚报票证库存量，制造票

证失窃假案等情况，进行贪污挪用。我们抓住

严格控制票证储备量这一要害，堵住了贪污挪

用的漏洞。对由于里程变更或短途票价调整长

期不用的票证，及时予以收回。根据售票员、

代办站填报的“营收票证月报”中的售票量，
作为核发票证量的依据，严格控制在40天 左

右，最高不得超过二个月。同时，我们还抓了

以下几项票证管理工作：

第一；加强票证印、收、发、销、存和往

来六个环节的管理。
①印票。加强印刷票证的计划性，做到及

时供票不脱节。认真执行“一客一票”制。
②收票。分公司票证总库对入库的票证，

要检验数量、号码、本数，并进行质量检查，
然后及时登记票证帐。县站票证分库向分公司

票证总库领票时，也要办好点交验票手续，及

时登记票证帐。
售票员领票时，必须办好点收工作。使用

前要仔细检查，如发现跳号、漏号、重号、无

号或联数不足，应及时报告单位领导，并将原

票本缴回发票单位，不得擅自处理。
为便于查票、明确责任起见，对区间车售

票员领用的“车售客票”（专门用于车上售

票），采用四位号码，并规定了各售票员的售

票代号。售票员在售票前必须在“车售客票”上

加盖售票员代号印戳后方得出售。
③发票。严格按上月售票量核定发票量，

控制在40天左右，超储备的票证要及时收回。
为防止票证丢失，凡请领票证，一律采取派人

领票或送票上门、当面办好点交手续的办法。
④销票。根据“营收票证月报”，经过认真

审核后进行票证的销号工作。
⑤存票。对库存票证每月至少全面盘点一

次，做到帐实相符、帐帐相符。
⑥往来。分公司票证总库、县站票证分

库、社队站（代办站）之间的票证往来帐，要

逐月核对相符。
第二，售票员必须顺号、顺本售票，不得

跳号、跳本、倒号、倒本或多头使用。
第三，加强票证管理人员岗位责任制，票

证人员调动时，必须办好交接手续。
第四，对区间车售票员的库存票证与找零

周转金，设置专人票橱，由个人加锁集中保

管，不准私带回家。

三、开展“三级互审和三级检查”

三级互审和三级检查是指县运输站、分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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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和省公司三级组织的互审和检查。
第一，县运输站：每月定期组织一次营收

互审，由站长主持，财务和业务人员参加，包

括本站窗口售票员、区间车售票员、货运和行

包开票员以及所属社队站、代办站的代表。营

收互审的主要内容有：查日结、日缴、日清制

的执行情况；查营收月报填写是否完整，当月

发售票与结存票的起止号、张数、票额是否无

误；查结存票证与找零周转金；查执行运价政

策是否认真，计费是否正确；查车站经费开支

情况等。
营收互审的方法，可根据各站具体情况因

站制宜。主要有三种形式，即集中互审、分片

互审、现场互审。无论采取哪种形式，互审结

果，都要填写“营收互审核对单”一式三联，一

联月终时由车站随同会计报表报送分公司备

查。
县站领导与财务干部除每月组织互审外，

还要不定期上路、下站到现场查款、查票、查

漏洞。
第二，分公司：分公司为了做到三清（帐

清、票清、款清）五不漏（不漏帐、不漏票、
不漏报、不漏收、不漏缴），每季定期组织一

次所属县站财务人员的营收互审。查营收款解

缴情况、查票证、查帐目、查会计基础工作、

查管理、查漏洞，有重点有针对性地解决薄弱

环节或总结交流营收管理的好经验。互审会轮

流在所属县站开，如某站有好的经验，就在该

站开现场经验交流会；如发现某站有 舞弊嫌

疑，就组织各县站财务人员集中力量在该站查

帐、查问题，弄清情况。每次互审要抓主要矛

盾，要有所侧重，对重点车站、重点项目、重

点问题，要查细、查清，找出原因，研究 措

施。分公司每季互审结果，向省公司写出书面

报告。
营收互审不能代替专业审核与检查工作。

分公司经管营收的核算人员，每月都要有三分

之一以上时间上路、下站进行巡回检查与辅导

工作。
第三，省公司：省公司每年组织一至二次

全省性营收票证大检查，检查贯彻执行国家财

经政策和有关营收核算和票证管理情况。
我们体会，营收互审的好处很多：可以互

相交流经验，以老带新，取长补短，有利于提

高核算质量，培养新生力量；能密切上下级关

系，促进财会、业务人员之间的配合，有利于

改进工作；能及时发现薄弱环节，堵塞漏洞，
是防止贪污挪用的重要措施之一，也是搞好调

查研究的一种方法。

四、严格现金管理，建立票证管理责任制

为了严格现金管理，严禁动 用营收 款，
1979年我公司制订了“营收管理三 条 财 经纪

律”，第一，贪污挪用营收款，必须 严肃处

理，情节严重者，依法惩处。第二，违反财经

纪律，擅自动用营收款者，除迅速追回挪用款

项外，并给予纪律处分。第三，由 于 工作失

职，造成营收款被拖欠或发生呆帐者，应追究

当事人经济责任。
为了切实加强票证管理，防止失窃票证的

发生，1980年建立了票证管理经济责任制。其

内容有：第一，灭失定额票证，按票面最高金

额和灭失的张数如数赔偿。第二，灭失整车货

票、联运货票、包车客票，每份赔偿二十元。
第三，灭失零担货票、行李包裹票，每份赔偿

五元。第四，如果赔偿后发现票证已经使用，
除已赔款不退外

，还应按贪污论处；若事后能

追回原票，未发现使用或其他情况者，原赔款

可以退还。

五、举办会计人员培训班，推行全省统一

的会计帐表

我公司于1980年10月举办了有130多 人 参

加的车站营收会计人员培训班，推行我公司拟

定的全省统一的五种帐簿（银行存款日记帐、

明细分类帐、客户往来辅助帐、定额与非定额

票证实物帐、客运营收缴款台帐）、三种报表

（客货运营收票证月报表、售票员日结日缴日

清执行情况表、车站资金月报表）、一种货运

营收结算交接对帐单和一种应收货运费封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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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加强对营收款的管理和核算，我公司

从组织上配齐各级营收票证会计人员，规定：

各分公司财务科管理营收票证会计人员配备三

至五人；各县站配齐专职会计与出纳各一人，

做到了帐、款分管；对业务量大的县站，还加

配专职票证管理人员一人。这样，从组织上加

强了营收管理工作，解决了长期以来营收、票

证管理干部不足的问题。

六、建立营收款解缴情况通报制度

为了提高营收缴款率，加速营收资金回

笼，我们建立了每月一次的营收款解缴情况通

报制度。省公司通报的内容有：各分公司的上

月营收欠交数、本月营收额、本月缴款数、月

终在途款、营收缴款率、月终欠缴数、月终欠

缴率、报表报送时间等，还有简要的 分析说

明。分公司对所属站点的通报内容，除上述项

目外，还增加了应收运费、托收未回运费、预

收运费、营收户银行存款月末余额以及营收互

审情况等项目，也有简要的文字说明。
七年来，省公司与分公司坚持了每月的通

报制度，起到了表扬先进，交流经验，克服缺

点，促进营收款及时解缴的作用。全省营收缴

款率一直保持在93%以上，取得了较好的 效

果。

七、清理历年悬帐，加强堵漏措施

我们除对历年遗留的短少票证、票款、未

收回的运费和悬帐，组织力量，尽速催收，在

认真清查的基础上分别作出处理外，为了堵塞

漏洞，健全制度，还采取了如下三条措施：

第一，为了加强企业经济核算，准确地反

映运输生产和财务成果，防止随意涂改行车路

单上的运量，做到有运量就要有收入，运量与收

入两相符，从1978年起，将原来的整车货票四

联改为五联。第五联作为行车路单核对联，随

附行车路单作为核对运量的依据。
第二，加强对非定额票证的存查保管。规

定对整车货票、零担货票、行李包裹票、包车

客票的存查联、提货（领）联与到达联，都要

按签发站分别整理，分月装订成册，由经办业

务人员保管，保存期限五年，便于抽查核对，
以堵塞分次套写的漏洞。

第三，加强跨省运费结算单的 核对与管

理。过去，由于驾驶员丢失跨省运费结算单，
因而漏收运费。现在，对派往外省的车辆，要

求驾驶员必须妥善保管外省运费结算单，并负

责随同行车路单带交车队所在地的车站，计结

路单时收缴。车站在收缴外省运费结算单时，
应同时查对结算单与行车路单的纪录是否 相

符，发现问题，及时追查处理。车队统计员在

统计运量时，应根据行车路单逐笔核对外省运

费结算单，防止漏收运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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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个
部
分
的
工
作
都
详

细
、
具
体
、
明
确
地
作
了
规
定
，
便
于
财

务
人

员
贯
彻

执

行

，
有
利
于
加
强

基
层
企
业
的
财
务

管
理

。（
吴
顺
智
）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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