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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内蒙古自治区哲里木盟各食品公

司一直在困境中挣扎，全盟 8 个旗、县、市的食

品公司有 6 个亏损，个别旗、县、市年度最高亏

损额达 200多万元，年欠国家利税 300多万元，

已成为财政的重要负担。而扎鲁特旗食品公司

自 1988年至 1990 年，分别盈利 10 万元、11 万

元和 12 万元，1990年上交税金 27 万多元。扎

鲁特旗食品公司之所以能取得较好的经济效

益，主要是深化了企业改革，加强了企业经营管

理。

一、深化改革，完善企业生产经营管理责任

制

第一，取消重迭机构，实行厂、公司合一。过

去扎鲁特旗食品公司对商品牧场、肉联厂、肉食

商店实行遥控指挥，这种管理体制一方面造成

了机构重迭，人浮于事，工作效率低，增加了企

业经营管理费；另一方面生产与经营脱节，生产

不能及时反映市场需求，同时这些单位没有生

产和经营的自主权，影响了积极性和创造性的

发挥。为了彻底扭转这种被动局面，经当地政府

同意，扎鲁特旗食品公司在全区第一家撤销了

肉联厂建制，实行厂、公司合一的改革，形成了

收购、屠宰、储存、销售一条龙的经济实体。这一

改革措施，既提高了工作效率，也调动了企业职

工的积极性。

第二，在实行企业承包经营的同时，完善企

业内部经营机制。首先是引入竞争机制，实行干

部聘任制。公司经理聘任副经理和各科科长，层

层对招聘者负责。各级干部的聘任期为三年，对

不称职的干部，招聘者有权随时解聘。这样，较

好地解决了干部“铁交椅”的问题，大大增强了

各级干部的责任心，使各个环节的工作均有很

大起色。

第三，完善内部经营责任制，变一人承包为

全员承包。公司根据法人签订的承包合同，又同

各车间班组、牧场、货栈等生产经营单位签订了

20多份经营承包合同。这些承包合同以不同的

承包方式把全公司各个环节的责、权、利有机地

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了一种上下制约、有职有

权、有责任、有义务、有利益、有考核的网络。

第四，引入风险机制，分别不同层次交纳风

险抵押金。交纳抵押金的数额依据责任的大小

分档次，经理交 2 000元，副经理交 1 000元，各

个环节的承包人都交了不同数额的风险金。这

样就把企业的命运同职工的利益紧紧地联系在

一起，变一人压力为全员压力，有助于发挥群体

力量。

二、改革收购办法，稳定收购市场

近几年，由于牛羊市场的开放，市场波动较

大，特别是由于肉、皮、毛的比价不合理、不稳

定，更加重了农牧民的惜售思想，造成了收购数

量大幅度下降。为了稳定收购市场，公司在收购

方法上实行了如下改革：（1）把等客上门收购，

变为走村串户收购。各个收购环节均实行以按

劳取酬为主体的分配原则，实行定额承包。（2）

实行磅板交货的结算办法，亏损由各收购站负

责，堵塞漏洞。过去，收购人员只管收购不管质

量高低，每年收购牲畜掉膘损失达十几万元，使

国家蒙受损失。1988 年改革以后，有 4 个收购

站亏损近 3 万元，当年收购结束后，便转入了其

欠款户。（3）改变过去的眼看、手摸、估皮断肉的

方法，实行直接检斤过秤，做到以质论价，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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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从 1988年起，有条件的收购站，牛实行毛

斤过秤，羊已全部实行过秤检斤，受到群众的一

致欢迎，从而稳定了收购市场。

三、改变产品结构，提高产品质量，满足市

场需求

改革以前，公司采用落后的加工方法，搞大

块肉粗加工，没包装，购销调存靠计划，亏损靠

补贴，吃大锅饭的思想严重。公司体制改革后，

企业开始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在这种新体制

下，要增强企业活力，提高竞争能力，就必须改

变产品结构，提高产品质量。
1.通过技术改造，为改变产品结构创造基

本条件。近几年，在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上总投

资 100余万元，改革项目 20余项，改造了剔肉

车间、修割车间、产品加工车间、新产品加工车

间，更新了制冷设备，改善了生产条件，扩大了

加工能力，取得了商检部门“注册标准”。几年共

出口牛肉 1 200 多吨，成为哲里木盟牛肉出口

主要企业之一。

2.开展精加工、小包装，拓宽销售渠道，满

足市场需求。通过市场信息反馈，发现消费者一

致评价小包装产品方便、卫生，便于购买，保鲜

程度高。因而，对牛羊副产品也进行了小包装，

如：牛口条、牛尾，也成为十分受消费者欢迎的

抢手货。

3.挖掘企业潜力，开展综合利用。对原来

扔掉的眼球、膀胱、牛耳毛、脐毛、羊胡子、羊尾、

胎盘等几十种小副产品进行加工，做到物尽其

用，收到了可喜成果。

财会改
革

制定中国会计准则

如何借鉴国际经验

葛家澍

当前，搞好国营大中型企业是经济工作的

中心任务。我们的一切改革与措施，都应有利于

增强国营大中型企业的活力，使它们尽快地变

成真正自主经营、自主理财、独立核算、自负盈

亏、面向市场的经济实体。经济体制改革，特别

是涉及企业的改革必然要求会计进行相应的改

革。会计是一个重要的经济信息系统。会计所

提供的以财务信息为主的经济信息对于企业作

出正确的、不失时宜的经济决策和理财决策是

必不可少的。正确的决策带来满意的经济利益，

意味着信息资源可以转化为物质资源和经济资

源。过去和现在，规范会计核算信息即财务会计

信息的主要手段是分行业一统到底的会计制

度。这种规范形式的特点是统得过多过死，它对

于保证宏观调控尤其是对于反映和监督国家财

政、财务制度的贯彻执行，曾经起过、现仍继续

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却忽视了企业的经营者在

实现自主经营和自主理财的过程中对会计信息

的需求。针对已经变化了的经济环境，通过改

革，逐步地采用能较好地体现统一领导与分级

管理相结合的、以会计准则为主要手段的新的

核算规范体系来代替统得过多过死的、以统一

会计制度为主要手段的传统的核算规范体系，

必能有助于在国家的法律法规和计划的指导

下，发挥市场调节的积极作用，有利于搞好国营

大中型企业，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的公有制。

在我国建立会计准则必须具有中国的特

色，同时又应当尽可能接近国际会计惯例。前者

是我国的社会制度——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

础的社会主义和在这个基础上所形成的有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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