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并且不使超支，这是合作医疗财务管理工

作中的 一个重要课题。根据我们的经验，采取

“量入为出，分级负责”的办法收效较好。“量入

为出”，即根据合作医疗资金来源的多少，确定

医药费的报销幅度，争取做到全年收支略有结

余不超支。“分级负责”，即将全部资金的30%交

公社统一核算，用于住院治疗和转外地医治的

费用，结余转下年度使用，超支由公社卫生院负

责；70%按大队核算，用于各该大队购药和支

付卫生院门诊的费用，结余或超支归本大队负

责。这样就使门诊、住院的治疗费都 有了保

障，也使公社、大队都承担起经济责任。大队要

不超支，必须注意两点：减少转院和节约用药、

合理用药，以降低处方平均值。公社卫生院为

了节约经费，也必须努力提高诊断治疗水平，
加强经济核算，减少转院和降低医药费用，力

争资金略有结余。

三、加强财务管理，办好合作医疗，
为农业生产服务

财务管理由谁来加强？县卫生主管部门应

起主导作用。要根据上级有关政策规定，结合

基层实际，制订切实可行的管理办法，帮助建

帐、建制，进行会计业务辅导，组织 会 计会

审，及时掌握和监督经济活动过程及其成果，
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并加以推广和改进，以适

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农村推行各种生产责任制

以来，合作医疗出现了新的情况，我们及时地

进行调查研究，提出了“三灵活，四坚持”改

进管理的意见。
“三灵活”就是管理形式、基金标准、报

销幅度允许灵活，不搞全县一刀切。“四坚持”

就是不论采取何种管理形式，都必须：①坚持

社员当家，干部管家，赤脚医生理家；②坚持

资金由公社统一管理，任何人不准借支挪用，
如因此而造成合作医疗缺药停诊的，要追查责

任；③坚持赤脚医生以做好防病治病工作 为

主，不能硬性规定他们的劳动天数，他们的工

分收入，应相当或略高于同等劳力的水平，领

证的赤脚医生，非经公社批准不得撤换；④坚

持为社员服务的方向，不准把合作医疗站当作

副业搞收入，赤脚医生一律不准搞私人开业。
由于我们加强了合作医疗的财务管理，对

于办好合作医疗起了积极的作用。社员在大队

看病比较方便，一般不耽误生产。合作医疗制

的巩固和发展，为农业生产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济南化工厂加强

医药费管理的

几项措施

师 广

山东省在企业财务大检查中，发现有些企

业医药费管理混乱，超支、浪费的情况比较严

重。同时也发现了一些医药费管理比较好的单

位，济南化工厂就是其中之一。这个厂按照规

定每年应提六、七万元的医药费，过去，由于

管理不严，年年要超支七、八万元；自1980年

加强医药费管理以来，不但没有超支，还有结

余15，000多元。
济南化工厂是怎样做到医药费由年年超支

变为有结余的呢？他们的主要经验是将医药费

开支定额包干给厂属保健站，实行超支不补、

结余部分除少量用于奖励外，其余留保健站结

转下年继续使用。这种办法能够调动全体医护

人员的积极性，是加强医药费管理的一个好办

法。为保证上述办法的贯彻执行，该厂采取了

以下几项措施。
一、建立门诊病历制度。建立门诊病历制

度，不但可以系统地记录病情，掌握医疗效果，

而且也避免了重复发药。有时候一个病号一天

就诊二、三次，没建立病历前，大夫一换班，
往往又开方给药，重复发药现象很严重。建立

病历制度后，遇到这种情况，只要看看病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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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可以不再开药，基本上杜绝了重复发药的现

象，克服了“一人享受公费医疗，全家吃药不

花钱”的弊病。
二、控制处方药量，注射药实行集中管理。

过去大夫开方药量不加限制，发药多，病好了，

药剩在个人手里，或存或扔，浪费很大。现在

规定一般只开发两天的药量，避免了药品浪费。
对注射针剂，由自己带改为由保健站注射室集

中管理，病号凭注射单打针，病好了，剩余的

留归保健站。两年来，共节约针剂2，900多支，

折款670多元。另外，针对有的医院为了多得奖

金而给病人开大方的情况，厂里规定，本厂职

工转院看病，尽可能回厂保健站拿药，以节约

药品费用。
三、提高医疗质量，降低转院率。在一般

情况下，病人转院就诊比在保健站开支要大。
为了降低转院率，一方面医护人员努力提高医

疗水平，在职工中建立信誉；同时，增购一些

必要的医疗器械，提高诊断辅助能力，使转院

率由1980年每天 4.6人次降到1981年的 4.4 人

次。

四、按计划购药，注意点滴节约。购药要

有计划，常用的多购，用量小的少购，不常用

而又非急用的现用现购.这样就在保证医疗需

要的前提下减少了资金占用。他们还自己动手

配制一般常用药，如红药水、止咳糖浆等，能

不外购的尽量不外购。
五、堵塞漏洞，严格药费报销手续。社会

上的不正之风在药费报销上也有反映。为了堵

塞这方面的漏洞，他们注意审查医院药费单和

职工药费报销单，严格报销手续，不放过一笔

违反医药费管理制度的开支。1981年，他们查

出了三笔弄虚作假、冒名顶替的帐单，避免了

近3，000元的损失。

协助企业疏导资金催收应收货款的做法

上 海公证会计师事务所

1981年我所接受上海合金厂委托，办理协

助疏导资金催收应收货款业务。由该厂签给委

托书，按本所章程付费，由我所派员以事务所

名义至外埠清理催收各有关单位拖欠货款，共

计51户，涉及12个省市41个县城，收回货款32

万余元。除个别单位为全民所有制企业外，绝

大多数是集体企业，有的还是偏远农村队办企

业。拖欠货款时间最长的达五年之久。在工作

中，我们注意争取当地财税、银行部门支持和

配合，共同分析欠款性质，研究欠款单位付款

能力，采取不同方式催收货款。这对于协助企

业疏导资金、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起到了一定作

用，收到了较好效果。我们的做法是：

一、采取折让办法，促使购销双方协商处

理。在催收货款中，往往碰到质量上的扯皮问

题。宜兴无线电一厂1979年向上海合金厂购买

单晶硅一批，货款计22、684.55元，虽经技术员

和厂长亲自去催收，但仍拖欠不付。我们前去

催收时，该厂强调质量差，使他们生产出来的

产品全部报废，影响他们的收入，提出要上海

合金厂赔偿损失，但是却提不出这些方面的具

体数字，难以证明产品报废是由于上海合金厂

材料质量问题造成的。对此，我们一面与当地

财税部门商量，一面将情况电告上海合金厂。
上海合金厂复电同意按50 %收款，而宜兴无线

电一厂只肯付38%，两厂各持已见，争执难解。
后经宜城财税所协助，促使双方达成协议，按

45%收款，连运费等收回 10，428.65 元，使这

笔拖欠达三年之欠的货款得到解决。
二、无资金承付货款的单位退还原货。我

们接受委托清理催收货款的单位，绝大多数是

社队企业，生产不稳定，技术质量差，资金不

充裕，关停并转，变化很大。对这类无资金承

付货款的单位，我们建议上海合金厂同意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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