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加大推进企事业单位改革工作

（一）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党政机关与所办经济实

体和管理的直属企业脱钩精神，在北京召开了直属企

业脱钩会议，传达中央文件精神，逐个企业分析，听

取企业意见，比较稳妥地解决了直属企业移交问题。
到 12 月 31 日，国家冶金工业局所属的鞍钢、宝钢、
攀钢等 7家大型企业或企业集团上交中央管理；辽宁

镁矿耐火材料厂、海城镁矿耐火材料总厂等 4 家企业

移交地方管理；吉林机电设备厂暂留国家冶金工业局

进行调整后移交地方。到 1998 年底，按照有关配套

文件精神办理了财务、资产等各项移交工作，确保脱

钩工作的顺利完成。
（二）推进科研教育事业单位改革积极稳妥地进

行。原冶金行业管理的北京科技大学、东北大学等

13所高等院校，按照中央的有关规定分别交教育部

和地方政府管理，资产、财务等移交工作已顺利完

成。根据中央有关精神和国家经贸委的要求，先后召

开了科研单位改革座谈会、事业单位企业化经营现场

会，统一认识，分别推广了钢铁研究总院、长沙矿冶

院、保定地勘院等 8家单位发挥优势、开拓市场、转

换机制的经验，促进转变观念，不等不靠，建立竞争

机制，进入市场求发展。

七、加强基础建设，提高财务管理水平

市场经济的日益激烈竞争，要求财务工作成为企

业生产经营的主线，财务部门成为生产经营决策的参

谋部，财务人员不仅要熟悉专业还要熟悉企业生产经

营全过程，并主动与生产技术人员密切配合，共同搞

好各项工作。国家冶金工业局要求财务人员学好“三

讲”，提高自身政治素质；企业要经常性安排财务人

员参加业务培训，搞好继续教育，提高队伍素质；积

极探索适应现代化企业制度的财务管理模式，逐步实

行预算管理。同时在北京等地多次组织现金流量表和

资产管理培训班，培训了业务骨干，提高了政策水平

和操作能力。各企业普遍加强了现金流量分析，加速

了会计电算化过程，健全了财务信息统计系统，强化

了资金调度和每月的经济效益剖析等工作，为科学决

策、成本控制、扭亏增盈发挥了作用，为进一步提高

财务管理水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国家冶金工业局体改法规司供稿  罗少强执笔）

轻工业财务会计工作

1998年是轻工业改革与发展不寻常的一年。根

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和国务院关于部委管理的国家

局设置的通知，原中国轻工总会撤销，设置国家轻工

业局，由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直接管理。新组建的国

家轻工业局是负责国家轻工业工作的专业经济部门和

行政机构，于 1998 年 3 月 26 日正式挂牌运行。1998

年，轻工部门的财会人员努力做好聚财理财、推进企

事业单位改革和为行业企业服务的工作，取得了较好

的成效。

一、搞好轻工业经济运行情况分析，努

力做好扭亏增盈工作

1998年全国轻工业经济在外受亚洲金融危机冲

击、内受国内市场需求不足的双重影响下，生产、销

售和经济效益均出现负增长，一些原来效益较好的重

点企业、重点行业和重点地区也出现了产销下降、效

益滑坡的局面。为了让有关部门和领导及时了解和掌

握轻工业经济运行情况，以便及时采取相应对策进行

调控，轻工财会职能部门根据国家经贸委和局党组的

要求，认真做好全行业主要经济效益指标月份快报、

季报及年报资料的汇总与综合分析工作，并对重点企

业（如国家重点支持的 512 户国有大中型企业中的

47 户轻工企业）、重点行业（如造纸、制糖、家用电

器等）、重点地区（轻工经济总量占前 10 位的省、

市，如广东、山东、上海、浙江等）的情况进行重点

调度，掌握其经济运行态势和影响因素，及时进行帮

促，争取为企业和行业解决一些实际问题。针对轻工

企业出口严重受阻的情况，为增强出口企业竞争力，

努力扩大出口，经国家轻工业局积极向国务院和国家

经贸委反映与协调，钟表、自行车、陶瓷、罐头、照

明电器、鞋等六类轻工产品从 1998年 7 月 1 日起出

口退税率从 9% 提高到 11% ，有力地促进了轻工产品

的出口。据海关统计，1998 年轻工产品出口额为

549.63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3.4 % ，比全国外贸出口

增幅高出 2.54% ，轻工产品出口额在全国外贸出口

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为 29.91 %。轻工系统中小企业和

集体企业所占比重大，在轻工业经济中处于举足轻重

的地位，而这些企业在改革与发展中存在着不少困难

和问题，为了提请有关部门关注这些企业，国家轻工

业局草拟了《关于促进轻工中小企业、集体企业改革

和发展的政策建议》，报送国家经贸委和有关部门，

并得到认可。针对局直属的中轻依兰（集团）公司和

中国轻工业机械总公司所属 11 户工业企业亏损不断

增加的严重情况，局领导组织有关职能部门进行对口

帮促，作为资财管理部门既对企业的经营管理特别是

财务管理、成本控制等方面提出诊断意见，又积极协

助企业解决资金困难，年底还从财政部为直属几个困

难企业争取到亏损补贴 500 万元。1998 年全国轻工

系统企业虽然受诸多不利因素的影响，但扭亏增盈工

作仍然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全系统企业实现利税总额

358.52亿元，比上年减少 5.43% . 实现利润 2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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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与上年基本持平。

二、加强资产管理，努力为企事业单位

改革与发展服务

（一）开展集体企业清产核资工作。根据财政部

清产核资办公室的要求，国家轻工业局对直属集体所

有制企事业单位进行清产核资工作，组成了以陈士能

局长任组长的集体企业清产核资领导小组和办公室，

并落实了专门的工作人员。为了按时按质完成局直属

集体企业清产核资工作，局清产核资机构按照分级组

织清查、重点组织抽查的思路来实施这项工作，注意

发挥中轻原材料总公司和中华康普实业发展公司的牵

头组织作用，由这两个公司负责其下属企业的清查汇

总工作。通过层层组织、层层督促，到 12 月中旬，

国家轻工业局直属单位清产核资的数据汇总、产权界

定、价值重估工作基本完成，只有部分资金核实工作

尚需报有关部门审批后才能终结。据这次清产核资统

计（以 1998年 3 月 31 日 24时为时间点），国家轻工

业局直属的集体所有制企事业单位共 21 个（其中事

业单位 1 个），资产总额为 15.72 亿元，净资产为

4.51 亿元，利润总额为 0.35 亿元。通过清产核资发

现，局直属集体企业绝大多数经营规模小，经济效益

差.而且由于企业领导缺少经营头脑，决策连连失

误，造成巨额的经济损失。据 20 个企业初步统计，

各种资产损失和资金挂账总额达 2.43 亿元。对这部

分资产损失和挂账，将根据国家税务总局、财政部、

国家经贸委联合制定的集体企业清产核资政策在报经

有关部门批准后逐年进行税前消化，以减轻企业的包

袱，改善企业的资产结构。
（二）做好国有资产的基础管理工作。①对直属

企事业单位向职工出售公有住房进行审批监督，认真

落实国家房改政策。1998 年，经国家轻工业局资产

管理部门审核批准，直属企事业单位共向职工出售公

有住宅 265 741.21 平方米。②理顺中国轻工物资供

销（集团）总公司的隶属关系和财务管理体制。通过

与原国内贸易部和财政部协商，将中国轻工物资供销

（集团）总公司从原国内贸易部划转到中国轻工总会，

并将国家分配给轻工部门的股票额度安排给该公司，

促其改制上市，从而为该公司加快经营机制的转换，

增强适应市场经济的能力创造了良好的条件。③为中

国少数民族经济文化开发总公司、中国欧美进出口总

公司调整资本金。④协助唐山轻机厂、武汉轻机厂、

天津轻机厂、长沙轻机厂、沈阳轻工机械所、中国食

品报社、中国工艺美术总公司、中国食品工业（集

团）公司做好改制、资产转让前的资产评估工作。⑤

协助中国轻工业机械总公司、中轻依兰（集团）公司

做好不良资产的清理核实工作，并报经财政部清产核

资办公室批准，同意这两个公司的 10 646 万元资产

损失（其中：中国轻机总公司 7 767 万元，中轻依兰

公司 2 879 万元）采取冲减所有者权益或分期列入损

益处理，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企业的历史包袱，改善了

资产结构。
（三）继续办理“拨改贷”资金本息余额转国家

资本金的工作。全国轻工系统有 217 个企事业单位、

贷款本息 4.9亿元可以转作国家资本金。由于此项贷

款涉及面广，时间跨度长，用款单位及其主管部门的

情况多变，因此在核对数据和情况方面颇费周折。经

过几个月的努力，初步完成了该项目、数据的核对工

作，为财政部和国家计委正式办理核批手续打下了基

础。

三、加强财务会计基础工作，努力做好

开源节流工作

1998 年 7 月下旬，国家轻工业局 “三定”方案

实施后，新的资产财务管理部门立即开展财产资金清

理工作，对实物资产一一进行登记造册，落实管理部

门和人员；对原司局开设的银行账户一一进行清理，

该合并的合并，该清户的清户，然后按照《会计法》

及其他财会制度的规定和要求交给有关人员管理，防

止了资财的流失，也使局机关的资财管理工作进一步

规范化、合理化。
针对局机关财力分散、支出盘子大、经费紧张的

局面，国家轻工业局提出了《加强财务收支统一管

理，进一步划小核算单位的意见》，下发机关有关司、

室、中心、协（学）会。根据各单位的财务收支情

况，提出新的具体实施意见，通过采取保、补、剔等

分类处理办法，有效地堵住了一些不适当的开支，节

约了经费。
为了使全系统各项财务会计工作进一步规范，局

资产财务管理部门通过全国轻工资产财务工作会议、

年报布置会议等有关专业会议和《轻工财务快讯》通

报国家有关财政经济工作的方针、政策、法规、信

息，注意加强全系统财会工作的指导与联系。1998

年局资产财务部门先后举办现金流量表培训班 3 期，

培训财会人员 200多人。通过组织培训，使局直属企

事业单位都能够完成现金流量表的编制工作。还制定

了《直属企业资产管理的有关规定》下发直属企业，

规范其资产财务管理工作。
1998 年局资产财务部门在增收节支、广开财源

方面成效显著。经积极向财政部、科技部等部门反映

协调，较好地解决了教育、科技、下岗职工再就业生

活补助、救灾等专项经费，对落实科技兴国战略，保

障事业、维持社会稳定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另外，通

过对直属公司（企业）实行经营目标责任制和加大力

度清理债权债务等措施，筹集到可观的资金，为局系

统的正常运转提供了经费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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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召开全国轻工财务资产工作会议

为了向各省、市、自治区轻工部门通报 1998 年

全国轻工业经济的运行情况，总结交流各地在抓改

革、促管理、调结构、上效益方面的经验，研究财务

会计工作如何适应当前改革的形势，进一步发挥职能

作用，为轻工业的改革与发展服务，12 月上旬在广

西南宁召开了全国轻工业财务资产工作会议。会议特

邀青岛海尔集团公司、广西贵糖（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两面针股份有限公司等重点企业出席会议，并交

流了各自的经验。
海尔集团是轻工系统评选的 “十佳”企业之一，

1998年实现销售收入 162 亿元，比上年增长 50% ；

实现利税总额 10.01 亿元，比上年增长 48.5% ，其

中：利润 5.36 亿元，比上年增长 25.8% ，出口创汇

7 665万美元，比上年增长 36 % 。海尔集团已成为全

国家电行业中品种最多、规格最高、技术最好、出口

量最大、经济效益名列前茅的企业。1998 年 6 月，

海尔集团作为全国 14 个发展经济成绩显著的企业单

位之一得到国务院的表彰。海尔集团之所以取得巨大

的成功，与集团广大财会人员严谨务实、开拓创新的

工作是分不开的。在集团实行兼并扩张、资产重组、

开发市场、调整结构的每一个环节，财会部门都进行

可行性论证，从资产（资金）形成的源头到资产（资

金）投入使用，实行全过程监控管理，确保资产（资

金）运作（使用）稳健、高效，从而使集团公司在实

施低成本扩张、逐步扩大规模、增强经济实力方面朝

着预期的目标迈进。集团公司财务会计部门的各项基

础工作认真扎实，科学规范，深得当地财税部门的好

评。1998 年海尔集团被财政部评为集体企业清产核

资工作先进单位。
另一个轻工“十佳”企业——广西贵糖（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利用多元化综合经营的优势，抓住企

业改制上市的契机，改革与创新劳动人事制度，实行

上岗靠竞争、分配凭贡献的劳动分配制度，并强化经

营管理，特别是加强成本管理，使企业迅速提高了市

场竞争力，在同行业其他企业经营不景气的情况下，

贵糖集团公司出现了所有产品开足马力生产、所有产

品保持供不应求、所有产品都盈利的可喜态势。1998

年公司实 现 利 税 总额 1.19 亿 元、比 上 年 增 长

7.42% ，实现利润 总额 0.61 亿元，比上年增 长

16.76%。
这次轻工财务资产会议还交流了北京二轻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轻工控股公司等单位抓好资产运营和资

金筹集，努力为所属企业服务的经验。会议还讨论修

改了《关于促进轻工中小企业、集体企业改革和发展

的政策建议》以及《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借款核

销实施办法》、《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借款转投资

实施办法》。

五、努力做好直属公司企业脱钩工作

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中央

党政机关与所办经济实体和管理的直属企业脱钩有关

问题的通知》的要求，国家轻工业局有 23 个公司

（企业）需要办理脱钩手续。财务会计部门配合脱钩

工作领导小组和办公室做了大量的基础性工作：一是

核实了各公司（企业）的资产、负债、权益、营业收

入、盈利等情况，为确定脱钩企业的去向提供了基本

依据；二是根据各公司的业务属性和资产构成情况在

广泛征求公司自身意见和企业脱钩工作领导小组意见

的基础上提出重新捆绑、合并的实施意见；三是协助

中国轻工业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公司和中国食品工业

（集团）公司解决了历史债务遗留问题，对这两个公

司借用的1 284万元轻工小额技措贷款分别作了核销

和转资本金处理，以减轻其债务负担。另外，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的有关

规定，并征得中央非金融类企业脱钩领导小组同意，

对脱钩企业借用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的集体资

金，要求如数归还。对暂时不能归还的，则保留债权

的追索权。通过认真细致的工作，23 个公司（企业）

的具体脱钩方案得以形成，最后处理意见是：中国轻

工物资供销（集团）总公司、中国轻工业对外经济技

术合作公司、中国轻工业机械总公司、中国工艺美术

总公司、中国华轻实业公司 5 户企业交由中央管理；
中国造纸开发公司和中国食品工业（集团）公司并入

中国轻工物资供销（集团）总公司；中国轻工建设工

程总公司、中国装饰（集团）公司、中国轻工包装印

刷公司并入中国工艺美术总公司；中国轻工产品质量

保障中心、中国欧美进出口公司、中轻依兰（集团）

公司、湖南沅江造纸厂分别按属地原则移交地方管

理；中国盐业总公司留下调整；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文

化开发总公司、中兴轻工经贸有限责任公司、华斯达

轻工国际交流中心、中轻贸易中心、北京莱斯特科贸

有限责任公司、北京振轻展览公司留下整顿；中国传

统食品公司划归中国食品工业（集团）公司；群星集

团划转给广东省核电集团管理。

六、积极开展会计学术活动

1998年中国会计学会轻工专业委员会广泛开展

征集会计论文的活动，并对收集到的论文进行评论，

共评出优秀论文 21 篇，在全国轻工业财务资产工作

会议上进行了表彰奖励，有力地推动了全行业会计学

术活动的开展。学会还通过编印《轻工会计简讯》及

时介绍一些政策、法规、信息，组织研究探讨一些财

务会计专题，较好地发挥了信息园地的作用。
（国 家轻工业局企事业改革司供稿  魏新岚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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