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算表、分店与总店的月报表和分店向总店半年报告一次

的决算表。

第一类包括资产负债表、损益计算书、经营概况表、

意外损失表等 10 种；第二 类 包括月计表、营业报告表和

经费报告表三种；第三类除包括第一类的 10 种报表外，

还有进货分类表、销货分类表、往来明细表、器具明细表

等计 16 种。可见，当时会计报表较多，侧重项目和数字

的罗列，财务分析和文字说明尚无要求。

七、战火中的会计工 作

1943 年秋 收尚未结束，日寇对边区进行了一次 大

扫荡。在不足 20 万人口的河北阜平境内，驻扎了几 万日

伪军。敌人搜山、抢掠和烧杀持续了 3个月。在这种情

况下，商店既要营业，又要和敌人打游击。

阜平恒升号商店是边区贸易管理局的一个大商店。

反扫荡一开始，商店把边区政府拨给的现钞装进麻袋让

骡子驮着和敌人周旋。休息或吃饭时，会计和民兵轮流

在驮钞马附近警戒放哨。由于敌人反复清剿，山路陡峭

难行，只好把麻袋秘密坚壁在半山的深草乱石中。会计

工作仍要求日清月结。会计报表必须做两套分开携带，
为的是打游击中一人牺牲或丢失了帐簿，也能根据完整

的报表重新立帐。帐簿是从敌战区买的可以 放在衣服

口 袋里的日记本，上 面用钢笔画成帐簿格式，把它装在

象战士子弹袋那样的袋子里，系在腰上，人在帐在。恒

升号在战火中坚持营业的项目有：用土布到山西换粮食

改善部队伙食；把食盐赊销给群众，坚定大家抗战信心。

在这样的环境下做生意，会计们尽量做到手续完备，如

赊销食盐，村长必须打欠条；发出的土布都有登记和临

时购销帐；对按略 高于平时价格付给脚户的运杂费，也

让当事人和两个以 上证明人签字。反扫荡结束后，恒升

号商店全体职工包括会计人员，因能在残酷条件下保障

军需民用，受到边区政府的嘉奖。

问题讨论

“内部银行”的副作用
及 其 对 策 的 思 考

单海峰

企业设立“内部银行”，曾受到企业家们欢迎，成为

企业纷纷引入仿效的资金管理模式，效果也是比较好

的。笔者经过几年的研究发现，它对不同经济状况的企

业有着不同的效应。而在一些经营不景气的企业副作

用则明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不利于经营优势的充分展开。企业里的内部银

行要对各个经营部门负责，既要保证都能提供资金，又

要考虑到资金使用的合理性，因而在部门资金分配上就

按某个经济指标系数实行平均分配。因而那些经营不

景气的单位，大部分自有资金不足，申请贷款困难。这

样就造成企业内部争资金，也就造成一些经营比较好的

部门资金不足，经营较差的部门沉淀资金，从而限制了

这些单位经营活动优势的充分展开，抵损了企业整体资

金的使用效益。

2.容易发生资金不合理“倾斜”。内部银行对资金

分配基数和调整周期难以把握。下属核算单位不论经

营好坏，银行都必须提供贷款，造成经营者思想上增加

依赖性，减弱责任感，把资金分配作为“打和牌”的口实，

当经营发生失误时，内部银行为救危减损也不得不将资

金进行“大倾斜”式的投放。如某单位 1989年饲养蛋鸭。

没有按合同管理。当饲养发生问题时，明知有可能效益

滑坡，但内部银行却不得不给钱喂，因为不喂损失更大。

就此一项就使整个公司的资金陷入困境。

3.影响整个企业的经济运行。经营不景气的企业

本身负担就很重，开办“内部银行”以后，为了把企业各

部门（单位）资金纳入统一运行机制，小的核算单位帐号

被取消，不能自己组织资金，加上部分资金在使用上形

成“倾斜”，经济效益较差，由“呆”变“死”，成为企业包

袱。这就有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纯粹资金占用负效益，

对企业正常资金运行形成障碍。
综上所述，要充分发挥内部银行的正效应，消除副

作用，笔者认为必须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是在推行上不搞“一刀切”，生搬硬套。要针对本

行业、本单位的特点特别是经营状况，来确定自己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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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银行”特色。可以搞区别对待——对一些经营状况比

较好的部门（单位）可以划入“内部银行”管理，而对那些

负担重、经济状况差的部门（单位）可以不列入“内部银

行”，另辟溪径，顺其自然，定向发展。
二是对追加贷款投向统管。企业实行“内部银行”

的目的是用活资金，而不应死卡定额，计划内“放羊”。
因此要努力协助申请贷款的单位（部门）搞好贷款投向

的论证工作，做详细缜密的调查研究，得出可行性结论

后，进行贷款投放。同时，对专项贷款经营行使监督管

理权。由申请部门负责实施和受益。以保证贷款投向的

合理性，减少盲目性和投资损失。
三是实行专款专贷。在企业实际经营中，有时可能

会存在一部分或几部分为某项经营活动服务的来自专

门渠道或特别渠道的资金。如财政、银行专项贷款等。

这些资金由于掌握在“内部银行”手中，可能会形成“分

流”，因此要从制度上保证专款专贷，其它经营不得挤

占，以利于企业内部主要经营活动的正常开展。
四是合理划分贷款类别。在企业经营中，由于内部

各单位（部门）之间无论在管理水平，还是经济效益上都

存在着差异。因而在贷款投放上可根据内部各单位（部

门）的经营情况、经济效益，在整个企业经营中所处的位

置以及管理水平等因素划分资信类别。各方面情况好

的划为一类，较好的划为二类，一般的划为三类，较差的

划为四类（也可按经营项目划分）。按不同类别确定贷

款投放限额，确定不同类别利息标准，从而起到对经营

好的单位予以保护，对一些资信、效益差的单位（部门）

限制其资金占用，促使其深挖潜力，改善经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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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规定：凡是有-

定收入的金额预算管理单

位，财政部门应会同单位主

管部门对其收入规定一定

比例或数额，抵顶事业费拨

款，即通过抵支收入将全额

单位预算外资金纳入预算

管理，并按规定的帐务处理

程序定期转入预算内列收

列支。这项规定不但在政

策上，而且在理论上为近年

来一直困扰人们的预算外

资金的管理问题提供了解

决的思路，也为进一步深化

事业单位的财务改革指明

了方向。但从一年多的实

践来看，抵支收入在实际工

作中仍存在一定的不足，主

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凡是有一定收入的

单位均按一定的比例或数

额抵顶事业费拨款，存在一

定的不客观性。事业单位

按性质分有文化、教育卫

生、科学等几十个部门，不

同部门其事业发展任务不

同，对资金的需求程度也不

尽相同。由于各个单位在

技术或某方面具备的条件

和情况不同，取得的收入规模也不同。将预算内外统筹

考虑，有的单位可以抵顶拨款，有的本身就不足。如教

育、文化部门。从当年看会形成一定结余，但从长一点

的时间看，抵减拨款后就难以维持其继续发展。因此，

如果不加区别，一律以某一年为基数，逐年抵减事业费

拨款，不但会影响单位事业任务的完成，而且还会挫伤

部分单位创收的积极性，这就反映出了抵支收入存在一

定的不客观性。

二、抵支收入不能体现预算外资金纳入预算管理的

全部要求，表现出一定的不彻底性。抵支收入只能将单

位的一部分资金以抵支的形式纳入预算管理的轨道，而

单位抵支后在预算外仍结余一块资金，这就给单位虚列

支出，转移资金及乱支滥用提供了方便。

三、抵支收入不能如实反映单位抵支以外的资金用

于事业发展的效果及维持和促进事业发展的整个资金

支出的规模，给准确核算事业发展成本带来困难。另

外，抵支后单位在专用基金中发生的职工奖励和福利方

面的支出也不能如实反映出来，使国家难以获得职工当

年全部收入的准确情况，不利于国家宏观调控。

当然，这里所说抵支收入存在上述不足，并不意味

着要否定抵支收入工作的意义和作用，相反它给我们提

供了在实践中如何进一步完善的思路。

首先，应区别单位性质特点，将事业单位资金供需

情况（预算内外）与所承担的事业任务、产生的社会效益

综合起来考虑。对预算外有较大来源，在进一步取得收

入有一定优势，抵支后不影响事业任务完成的单位可以

以某年为基数，实行逐年按比例递减事业经费拨款，促

使单位逐步实现三个过渡；对收入较少或虽有一定收入

来源，但预算内资金供需矛盾较为突出的单位（如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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