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了实现效益的最大化，广铁还“走出铁轨”开展多种

经营，加快了旅游、广告、外经外贸、货运代理等重点产业

的培育和发展，1998 年多种经营完成销售收入 20 亿元，

2000 年预计可达到 26 亿元，从而有效地化解了因政策变

动、燃料、电力上涨等带来的10 多亿元减利因素。

广铁集团的资产总额高达482 亿元。家大业大，如何使

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这成为“广铁”转变内部管理机制的核

心内容和目标，强化资金管理又成为他们推进现代化企业管

理的重中之重。1999 年广铁“资金管理年”中，他们成立

了财务服务中心、实行财务合署办公、推行了财务人员委派

制的做法，彻底改变了财务管理分散、财务机构林立的弊

端，实现了物资“零储备”制度，提高了资金运用效率。以

往全集团运输企业存货周转天数为 26 天，加强资金流和物

资流的管理后，1998 年降至20 天，2000 年更降至15 天以

内。仅此一举1998 年就节约资金占用费4 800万元，2000 年

在利率下调的情况下仍然减少6 000万元。他们还通过“网

运分离”对客货运资源进行重组，通过资本和统一调度指挥

两根纽带，加强对子公司的管理和调控，形成了有效的制衡

机制。

在国企 3 年脱困的攻坚战中，广铁交出了一份令人惊叹

的出色答卷。但面对即将到手的 5 亿多元的利润，张正清董

事长仍然“如履薄冰，枕戈待旦。”他说：“扭亏增盈不是权

宜之计，而是企业在今后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一个

新起点。‘广铁’要步入长效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就必

须全面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也是中央制定的国企改革与

脱困‘三年两大目标’的一个重要目标。只有将我们的铁轨

与这一目标实现真正对接，广铁才会长盛不衰。”

早在1996 年10 月，铁道部就批准了“广铁”体制改革

的总体方案，明确授权广铁集团公司作为国有资产的产权代

表，代表铁道部行使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实现了铁路运输

企业国有资产授权经营的新突破。1997 年，国家又将“广

铁”纳入120 家大型试点企业集团，1999 年，“广铁”率先

在全集团层层推行不同类型的资产经营责任制后，铁道部党

组又决定由广铁集团进行组建客运公司试点。“广铁”驶向

市场的脚步越来越坚定，前进的目标也越来越明确，就是通

过不间断的制度创新，不断确立集团公司的市场主体地位，

强化其战略规划、经营决策、运输指挥、市场开发、资本运

作、宏观监控 6 大职能。任重道远，广铁将在国企改革的世

纪征途上，不断写出制度创新、效益倍增的新篇章。

（2001 年 1 月4 日《经济日报》）

山东铝业公司实施财务集中
统一管理强化会计监督职能

山东铝业公司是“一五”期间国家重点建设项目之一，

1954 年建成投产，现有职工17 600人，年销售收入近30 亿

元，上缴税金近3 亿元，属特大型铝工业联合企业。目前拥

有一家上市公司（含六家生产单位）和矿山、机械制造、动

力、运输、工程检修等十几个辅助生产单位及后勤福利部

门，以前每个单位均设财务机构，会计人员由所在单位管

理。

近年来，公司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不断加强财务管理，

整顿内部会计工作秩序，出台了一系列的管理措施和文件，

财务工作有了长足进步。尽管如此，但无视公司规章制度，

弄虚作假等违法违纪现象仍时有发生。我们感到，这类问题

依然存在，症结在于财务管理过于分散、监督薄弱。随着新

《会计法》的颁布实施和公司整体改制的不断推进，我们决

心对公司的财务管理体制进行重大改革，即改变原财务分散

管理体制，分为机关分流单位、驻外公司、主体单位财务统

管三个步骤，在全公司范围内建立起财务集中统一管理体

制。通过半年多来的紧张工作，这项改革基本就绪，会计监

督也得到了加强。

一、在全公司建立财务集中统一管理体制

（一）首先我们确定了财务集中统一管理的原则。即：

1.加强对公司各单位的财务监督和管理，确保会计信息真

实、准确，维护公司整体利益，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2.

实现会计人员的合理配置，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3.对会

计人员实行动态管理、末位淘汰制，逐步建立一支高素质的

会计队伍。

（二）分三步走，积极稳妥地推进财务体制改革。

1.成立“机关分流单位会计代理中心”。近几年来，公

司减员增效首先从机关入手，机关人员由原来的2 000余人

精简为286 人，分流了 17 个规模较小、会计基础工作薄弱

的单位，并撤销这些单位的会计机构。通过严格的专业招聘

考试，从 40 名原有会计人员中录取了21 名，成立了“机关

分流单位会计代理中心”。该中心为科级单位，直接隶属于

公司财务部，选择业务过硬、责任心强的人员担任组长，实

行组长稽核、科长抽查审核制。通过考试上岗的会计人员非

常珍惜竞争得来的工作岗位，学专业、考职称、互相探讨业

务的气氛日渐浓厚，工作态度和质量都上了一个台阶。更重

要的是代理中心与原单位彻底脱钩，严格执行国家财税法规

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原单位账外资产全部并入账内，不合

法或不规范的会计处理方法得以制止，会计信息质量得以保

证。
2.成立“驻外公司会计管理科”。由于驻外公司分散在

全国各地，其人员流动性强、经营性质灵活，财务管理基础

工作薄弱，多年来积累了许多棘手的矛盾。公司决定参照机

关分流单位的改革模式，对驻外公司的财务管理体制进行改

革。撤销各驻外公司原设的会计机构，通过招聘考试从原有

会计人员中录用了 16 名会计人员，成立“驻外公司会计管

理科”，直接隶属于公司财务部。通过清理账务、建章立制、

规范运作、加强管理，驻外机构财务和经营管理中长期存在

的种种复杂问题逐步得到解决。

3.成立“财务部”或“股份公司财务部派驻单位财务

科”。在以上两步改革的基础上，我们将财务集中统一管理

体制扩大到生产主体单位。撤销各单位原设的会计机构，分

别将其划归公司财务部和股份公司财务部，成立财务部或股

份公司财务部派驻单位财务科，对财务部或股份公司财务部

负责。严格规定：各单位一律不准自行设置会计机构，不准

账外设账，各项经济业务收支必须纳入会计核算范围和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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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落实管理措施，强化会计监督职能

体制的改革是第一位的，但要保证财务管理体制改革成

功，相应的管理和监督措施必须紧紧跟上。

（一）调整充实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负有

组织管理本单位所有会计工作的责任，其工作水平的高低、

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整个单位会计工作的水平和质量，

其任用是否得当，非常重要。根据新《会计法》的规定，结

合我公司会计队伍现状，公司明确规定：会计机构负责人需

具备会计师以上职称，选拔政治素质、业务素质、政策水

平、组织能力等综合素质较高的人担任会计机构负责人。据

此原则重新聘任了各单位会计机构负责人，其中调整充实 6

人，为推进财务管理体制改革提供了前提和保证。

（二）健全内部控制制度，并保证有效执行。健全内部

控制制度不仅仅是会计机构和会计人员的事情，它涉及到公

司的整体管理环境和程序，更与供销、物资、机动、企划、

审计等部门密切相关，是一个系统工程。在原管理制度的基

础上，公司陆续出台了《关于加强财务管理的若干规定》等

一系列与财务统管体制相适应的内部控制制度，建立了财务

科长例会制度，以加强沟通与配合。建立了各单位对派驻会

计人员的月反馈制度，并将反馈结果与会计人员的奖惩挂

钩。内控制度具有明确的范围、程序和责任，和公司正在推

行的岗位专责制和责任永久追溯制有效地结合起来，纳入正

常的责任制考核，保证了制度得到有效执行。

（三）充实稽核力量，进行定期稽核，形成制度约束。

由于种种因素制约，会计稽核一直是我们公司会计核算中的

薄弱环节。实行财务统管后，会计责任明确落在公司财务

部。为加强稽核管理，财务部正式成立了稽核科，充实了稽

核力量。稽核科定期到各单位进行会计稽核，确保各项管理

制度落到实处，使基层会计人员明辨是非，从制度上、观念

上形成制约。

（四）建立会计人员流动制度，达到合理配置。长期以

来，财会人员隶属于各单位，岗位流动范围狭窄，人员由各

单位自行安排，素质参差不齐，会计队伍整体配置不尽合

理。实行财务统管后，为会计人员的岗位流动与合理配置创

造了条件。在实际工作中将逐步实行末位淘汰制和定期轮岗

制。在总编制不变或压缩的情况下，根据工作业绩和工作态

度淘汰不称职的人员，并把新分配的大学生作为新生力量及

时补充上来，使会计队伍处于学习、竞争的气氛之中。轮岗

期原则上为1～2 年。这有两个好处，一是有利于培养会计

人员的综合素质，便于工作上互相理解和配合；二是通过正

规的工作交接防止舞弊行为。

（五）加强继续教育，选拔优秀人才。为适应会计知识

更新的速度加快的客观要求，财务统管后，公司把继续教育

作为会计队伍建设的重要内容来抓，安排专人负责组织实

施，并注意在继续教育、岗位流动和会计稽核中发现人才，

把那些脚踏实地、认真负责、业务素质过硬、敢于坚持原则

的人才充实到重要岗位，以保证会计工作的整体质量。

（《财务与会计》2000 年第12 期  荣梅  于馨/文）

财务监控之内，审计和财务加强检查，违者追究单位一把手

责任。

通过财务统管改革，共上划会计机构 24 个，会计人员

180 名，其工资奖金、职称聘任、职务晋升等均划归财务部

或股份公司财务部统一管理，从根本上解决了有令不行、有

禁不止、私设账户和小金库、潜亏挂账等长期难以解决的问

题，确保了会计人员依法核算，严格管理，维护国家和公司

整体利益。

理 财 广 场

青啤低成本扩张成功的“秘决”

青啤的扩张模式是：“高起点发展，低成本扩张”。通过

低成本扩张，近年来，青啤以小的代价并购了一大批严重亏

损的小型啤酒企业。为此，许多人担心青啤收购了一批“垃

圾企业”，将青啤这个世界名牌拖垮。但2001 年上半年，青

岛啤酒集团效益大幅增长，产销量突破 120 万吨，比 2000

年同期增长40% ，利税增长了 82% 。这其中 60 % 的利润来

自于青啤并购的 38 家企业。青啤兼并的近40 家企业，除三

四家处在必要的调整期外，其余全部赢利，这表明，青啤

“高起点发展，低成本扩张”的战略已获得了成功，也以实

践证明了青啤的扩张之路的正确性。预计青啤 2001 年产销

量将突破260 万吨，跻身世界啤酒十强，利税总额也将上升

到全国行业首位，初步实现做“大”做“强”的目标。

青啤的扩张之路何以能成功？从企业具体操作的角度审

视青啤的扩张经验，或许会给企业界更多的启示。

“低成本扩张”的提出

“发展才是硬道理。”近几年，青啤集团公司一直遵循这

条原则，把如何将企业做大、做强作为头等大事来抓。青啤

集团的发展扩张是由多方面因素决定的。

（一）自身发展的需要。青岛啤酒拥有近百年的历史，

是世界知名品牌，但同美国百威、日本朝日等世界大啤酒集

团相比，产量和规模却是“袖珍型”的，这明显与青岛啤酒

世界级的品牌知名度不相称。进入 90 年代后，青岛啤酒仍

抱着“皇帝女儿不愁嫁”的贵族心态，产量一直在二、三十

万吨徘徊。到1996 年，青岛啤酒的市场份额只剩下 2% 左

右，可谓“有品牌、无规模”。面对既成的市场格局，青岛

啤酒必须加快发展才能不被市场淘汰。

（二）外部环境的要求。随着国内啤酒行业的飞速发展

和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换，市场竞争愈演愈烈。国外洋啤酒

大举抢滩中国市场，使国内啤酒竞争逐渐演变为国际啤酒大

战；在许多中小啤酒企业纷纷破产、倒闭的同时，国内部分

大啤酒集团迅速崛起，全国啤酒行业大集团割据之势已经形

成。在此形势下，不发展就要落后，发展慢了也要落后，只

有加快发展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三）条件机遇的成熟。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乔治·斯蒂格

勒曾经说过：“没有一个美国大公司不是通过某种程度、某

种方式的兼并而成长起来的。”1997 年，党的十五大胜利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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