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营基金 131亿元转增资本金工作已基本得到落实，

相应降低当年财务费用约 4.7 亿元，其中国家电力公

司所属企业占用部分已全部落实；非国家电力公司所

属的广东、海南、内蒙古、西藏等电力企业占用的部

分尚待进一步落实。

六、建立与国家电力公司实体化运作相

适应的财务管理机制

贯彻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精神，组织对国家电力公

司系统的非银行金融机构、上市公司，及对外投资、

借款、担保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和清理，并提出了整改

的措施。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组织制定了预算管理、担

保管理、资产经营考核办法和加强资金管理、防范金

融风险的规定。召开了国家电力公司财务与金融工作

会议，为加强国家电力公司系统的财务与金融工作指

明了方向。这些办法的制定和实施从根本上改变了过

去专业部对企业的管理模式，从而使国家电力公司对

各子公司的财务管理从过程管理转向目标控制，以国

有资产保值增值为主线的战略管理得以实施。
做好产权界定，规范投贷行为。召开了规范集资

办电投贷行为座谈会，形成了会议纪要并以文件形式

下发执行，该文件已成为规范集资办电投贷行为的纲

领性文件。
按照国务院的部署，国家电力公司配合国务院稽

察特派员总署进行了向公司有关子公司派驻特派员的

工作。1998年已有 6个集团公司、4个省公司完成了

派驻工作，另有华北、四川、广西等电力企业正在准

备迎接稽察特派员的派驻。
（国家电力公 司财务部供稿  吕胜执笔）

航空工业

财务会计工作

1998年，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以下简称总公

司）按照打好企业改革、重点型号、结构调整和市场

营销四项攻坚战的要求，在国内外市场竞争+分激烈

的条件下，克服各种困难，基本完成了全年的科研和

生产任务。与 1997 年相比，工业企业实现销售收入

同比增长 15%。其中，航空工业财会管理工作在努

力提高水平，完成总公司的经营目标方面，取得了新

的成绩。

一、开展扭亏增盈，提高经济效益

（一）进一步完善扭亏增盈责任制及奖励办法。

1998年，航空工业的经营形势比较严峻，其支柱民

品——汽车及发动机、摩托车及发动机受国内市场降

价竞争影响较大。结合这一实际情况，总公司调整修

订了促进企业扭亏增盈的具体办法和措施，包括补

贴、贴息、贷款、增资减债等，并经常深入企业了解

情况，定期分析，以保证扭亏增盈政策落到实处。
（二）狠抓成本控制，向加强内部管理要效益。

1998年，总公司财务部与有关部门继续组织企业深

入开展“学邯钢、降成本、抓管理、增效益”活动，

取得显著成效，如，哈尔滨飞机制造公司财务部通过

反复测算，以经济责任制的形式将近万个经营指标分

解到企业每个职工身上，实现了经营过程的闭环管

理，极大地调动了职工的工作热情。1998 年哈飞公

司的松花江牌微型汽车单台售价平均下降了 4 000

元，但期间费用同比下降了 1 800多万元，其中风水

电气费用同比下降了 480 多万元，全年仍实现利润

3 500多万元。
（三）1998年，在国家和用户部门的支持下，完

成了 3 种主机产品的定价和多项机载产品的调订价工

作，通过调价增收为保军创造了一定的有利条件。同

时，对干线飞机项目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成本核算和分

析，为国家宏观决策提供了依据。

二、深化财会管理体制改革

（一）认真贯彻国家科研事业单位会计制度改革

精神，顺利实现新旧会计制度的平稳过渡。1998 年.
科研事业单位实行了会计制度改革。总公司按照新会

计制度的要求，认真组织科研事业单位财会人员集体

学习、培训和研讨，及时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顺

利实现了新旧会计制度的平稳过渡。
（二）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调整财务管理工作的

内容和重点。1998 年，总公司财务管理工作的重点

是资金管理和成本管理。围绕这个工作重点：一是做

好企业资产重组及上市的有关工作；二是加强融资管

理，重点是防范风险；三是积极介入到投资、合同、

资产租赁等经营活动中，与有关部门相互配合，共同

搞好经营管理；四是做好内部成本控制工作。
（三）探讨建立集团公司的财会管理模式。1998

年，是中国航空工业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一年。按照

国务院的要求，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改组为两个特大

型的企业集团，为了适应新型集团企业经营的需要，

总公司就如何建立集团公司财会管理模式进行研究和

探讨，初步确定了集团公司的财会管理体制和模式。
（四）积极参与企业管理制度，如就业制度、分

配制度和保障制度的改革工作。1998 年，总公司组

织所属航空材料研究院，研究开发了中直企业下岗职

工中央财政补贴资金管理软件系统，已通过验收，用

户反映效果良好。另外，在减员增效、下岗分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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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财务部门做了大量、细致的基础工作。

三、加强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1998年，总公司组织落实了科研、事业、教育

及各项建设资金，保证了科研、生产和经营的基本需

要。在资金管理中，重点做好两项工作：一是多渠道

筹措资金。如，利用航空信托投资公司进行系统内融

资，通过借款、担保等方法为企业疏通资金渠道、解

决贷款，积极组织企业清理军品三角债等。二是努力

盘活存量资金。在控制采购成本、管理费用支出和货

款回笼 3个方面下大力量，保证了企业存货的正常周

转，且周转水平稍好于上年。

四、优化资源配置，确保国有资产增值

1998年，总公司将资产重组作为财务管理的一

项重要工作，总公司及有关企业的财务部门积极参与

了从策划到实施的全过程。在企业内部继续调整资源

配置的同时，完成了东安动力的上市工作，同时进行

了昌河飞机工业公司、庆安集团有限公司和哈尔滨飞

机制造公司 A 股上市的准备工作。另外，在国家有

关部门的支持下，完成了 10 亿元企业经营性基金贷

款转为国家资本金的工作。1998 年，虽然总公司工

业企业总资产报酬率低于 1997 年的水平，但资本保

值增值率达到 113 % ，高于 1997 年的水平。

五、重视和提高会计基础工作管理水平

（一）组织实施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化管理。1998

年，总公司选择成都飞机工业公司和 602 研究所作为

试点，开展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化管理工作，并对其会

计机构和人员、会计核算、会计监督和内部会计制度

4项主要管理工作进行检查、整改和验收，在确认其

为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化管理合格单位的同时，总结他

们的工作经验进行推广。同时，利用企业改制的机

会，使企业普遍修订、完善了内部会计制度。
（二）加强会计监督工作，重点是对各企事业单

位下属的独立核算单位实行会计人员委派制。总公司

要求，各单位对投资形成的子公司和控股公司必须实

行会计主管委派制，对独立核算的二级单位实行会计

人员委派制。在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化管理过程中，多

数单位对内部分支机构的会计核算已实行统一管理，
对子公司和控股公司委派了会计主管。

（三）搞好年度会计决策。总公司历来重视年度

会计决算工作，通过检查、评比等办法，保证了决算

工作的质量，连年获得财政部、原国防科工委等上级

部门的表扬。

六、加强财会管理队伍建设

（一）推行竞争上岗。1998 年，总公司各企事业

单位普遍实行了财会人员竞争上岗制度，即在会计人

员具备会计证、电算化初级知识培训合格证的基础

上，按照年终考核成绩实行比例淘汰，所需补充的人

员在本单位范围内通过公开考试选拔录用，从而增加

在职财会人员的竞争意识。
（二）重视业务培训。1998 年，总公司组织了新

会计制度培训班，培训科研事业单位会计人员百余

人。同时，总公司还十分重视与国际著名的大公司进

行业务交流，1998 年与美国波音公司合作举办了金

融、财务管理研讨班，就企业目标与财务目标、集团

财务管理模式、成本控制、融资和投资等内容进行了

交流和研讨。另外，各企事业单位也积极创造条件，

组织财务人员学习工商管理知识，以调整知识结构。
（三）重点培养跨世纪的财会干部队伍。到 1998

年末，主要工业企业及科研单位基本完成了总（副

总）会计师的配备工作，相当一批受过高等专业教

育、具备 10～20年财会管理工作经验的中青年担任

了企事业单位的总（副总）会计师。同时，有的优秀

总会计师已被选拔到一些企业或企业集团公司担任主

要领导职务。针对航空科研单位的实际情况。总公司

还十分注意从科研管理岗位上选拔优秀人员，通过财

会专业培训和锻炼，充实到航空科研单位总会计师的

岗位上。
（中国航空工 业总公 司财务部供稿  张焱群执笔）

兵器工业

财务会计工作

1998年，兵器工业各级财会部门正确处理生产

发展与职工生活的矛盾，在稳定队伍、提高效益的前

提下，增加对生产和建设的投资，为促进职工队伍稳

定和可持续发展作出了贡献。

一、增加生产建设投资，推动结构调整

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和国内需求不足的制约，

保持民品生产的持续增长，抑制经济效益下滑，按照

兵器工业总公司（以下简称兵总）党组的决定，正确

处理生产与安置生活的矛盾，在稳定队伍的前提下，

适当增加对生产和建设的投资。首先，为支持企业发

展一、三产项目，兵总向农业发展银行统贷 3 亿元，

下拨资本金 6 000 万元；其次，为支持企业调整产品

结构.共为 95 个企业安排二产项目资本金 3 亿元；

第三，为 40多个企事业单位办理了经营性基本建设

借款转增资本金 1.93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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