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减）记 “专项存款”科目。

五、根据施工企业实行计划利润的规定，将有关法定利润的核算内容改为计划利润。企业按照规定计收的计

划利润包括在工程价款收入内统一结算。
六、根据施工企业不再计取技术装备费的规定，取消“特种基金”科目所属的 “技术装备基金”明细科目。

其余额转入 “专用基金”科目所属的“生产发展基金”明细科目。
七、固定资产实行分类折旧办法后，按照分类折旧率提取的折旧额低于按照综合折旧率提取的折旧额时，其

差额经主管部门审查和建设银行批准列入成本，借（增）记“机械作业”“工业生产”等科目，贷（增）记“应

交折旧基金”科目；同时，借（减）记“固定基金”科目，贷（增）记“折旧”科目。

八、企业按照国务院发布《国营企业职工待业保险暂行规定》 交纳的职工待业保险基金，借（减）记 “特种

基金”科目（“劳保基金”明细科目），贷（减）记“专项存款”科目。
九、对会计报表作如下修改和补充：

（一）利润表（会施02表）：

1.将表中的 “法定利润”项目改为 “计划利润”，反映企业按照规定计收的计划利润.
2.增设 “投资包干节余分成收入”和“提前投产利润分成收入”两个项目（列 “其他销售利润”项目后），

分别反映企业从联合承包项目投资节约中分得的收入和从提前竣工项目提前投产期间的利润中分得的收入.
3.在补充资料中增设“承包基数完成情况”项目（列“分单位的利润”项目后），按年填报.在这个项目下

再分设“（1）全年承包基数” “（2）应由财政拨补的承包多得好处” “（ 3）未完成承包基数应 补交的差

额”三个明细项目，分别反映经核定的全年上交税利承包基数；由于上交税利超过承包基数，应由财政拨款返还

的企业应得的好处；以及由于上交税利未达到承包基数，应由企业用自有资金补齐上交的差额。

（二）专项资金表（会施07表）：

1.取消 “技术装备基金”栏（6 栏）.
2.在 “补充资料（一）专项资金支用数的分析”中增设“劳保基金”栏，分项反映按照规定支用的各项劳保

支出，包括交纳的职工待业保险基金。

财会之窗

北京内燃机总厂实行

“厂内银行”效果好

（郑 炜）

据今年 1 月 5 日 《 北京日报》 报道：北京内燃机

总厂设立 “厂内银行”，把原材 料、能源、设备、工

具、办公物品以及 “劳务”等，统一 “价格化”，值

多少钱，作多少价，使厂内生产经营活 动中的 “物流”

变成 “钱流”，“供领”关系变 成了 “买卖”关系，

职工开始把 “物”当 “钱”看了。现在，每个星期六

上午，各分厂、各部门的会计，拿着内部通用的厂内

支票，聚 到一 起，展 开一场 “钱”的 “交易”——

收、 支、 借、 付。使人们及时地看清了自己的劳动成

果是大，是小？改变了以往不算经济帐的现象。
北京内燃机总厂实行“厂内银行”的做法是：把

“家底” 清算一遍，东西标上价，资金定指标，把全

厂应当完成的经济、技术任务，一齐分下去。使全厂

的 “大存折”，变成各个部门的 “小存折”，各部门

又把存折拆小，分 给职 工，实 行厂 内的事情，大家

管。厂内银行是 “杠杆”，它有一套经济责任 “法”

当后盾。完不成效益指标，花钱超标了，从奖金到工

资都挨罚；在厂内银行里出了“赤”字，追究更大责

任。

同时，实行厂内银行，改变了财会人员的形象。

过去，许多人心目中的财会人员的形象是：发工资、

报药费、打算盘、守钱柜、数 “大团结”（10元面额

的人民币）。厂长往往是到月底、年底才想起向财会

人员要数字。现在，财会人员不光是数“大团结”，

还帮着厂长找“大团结”，挖“大团结”，创“大团

结”，在厂长那儿说话可“占地方”了。厂长呢，也

觉得时时离不开会计，因为，他 们是银行与生产之间

的“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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