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加强财务监督，严肃财经纪律

（一）开展清理检查“小金库”工作。根据财

政部关于开展清理检查“小金库”的要求，总公

司从 1995 年 5 月至 8 月底在所属石油企事业

单位范围内认真开展了清理检查“小金库”工

作。各单位广泛发动群众，认真开展自查，设立

600 多个举报箱，1 000 多部举报电话。在各单

位自查的基础上，总公司派出 21 个清查组，有

345 人到各大油田进行了重点清查，重点清查

面达 59.4% 。共查出“小金库”2 154 个，总金额

8 005 万元，其中单位自查 7 057 万元，总公司

重点检查 948 万元；总支出 5 643 万元；期末滚

存余额 2 362 万元，上交财政 1 264 万元。

（二）开展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按照财政

部的统一部署，1995 年各石油企事业单位认真

开展了大检查工作，自查面达到了 100% 。在各

单位自查的基础上，总公司抽调 307 人，组成

19 个检查团，重点检查了大庆、辽河、胜利、大

港、华北、江苏等 32 个企事业单位。在大检查过

程中，共查出违纪金额 9 191 万元，应交财政

1 241万元。其中：各单位自查 7 550 万元，总公

司重点检查 1 641 万元，上交总公司 1 525 万

元。通过对违纪问题的查处，进一步加强了财务

监督，严肃了财经纪律。

七、积极开展税、价政策和成本改革研究

（一）开展油气价格、税收政策研究。1995

年在油气价格研究方面，提出了“九五”期间油

气价格改革的基本思路和今后 3 年理顺国内原

油价格的建议方案，测算拟定了 1996 年原油价

格调整方案。在税收政策方面，从石油工业特点

出发，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税收政策意见，其中一

些意见被国家有关部门采纳，如：明确了油田企

业以局为统一纳税主体、增值税实行集中交纳

和进项税统一抵扣；确立了油气田内部自营勘

探开发是油气产品特定的生产行为，不属于营

业税征收范围；确认了 1994 年免征的进口环节

增值税给予减半退税政策；继续保留玉门油田

5 000 万元税收包干政策；经国务院批转同意

石油企业免交基本农田保护区耕地造地费等。

（二）开展油气成本改革研究。针对现行油

气成本不能完全反映油气勘探、开发和开采的

全部消耗及勘探风险的情况，组织力量对油气

成本改革进行了调查研究。财政部对此项工作

非常重视，列入研究专题，与总公司共同组成联

合调研组，5 月份深入中原、华北、胜利油田进

行了现场调研，7 月召开了各油气田总会计师、

财务处长、成本科长 60 多人参加的研讨会，研

究提出了成本改革初步方案。这个方案的成本

构成基本反映了油气生产从勘探、开发到开采

的全部成本，对勘探开发的风险支出做了适当

处理，考虑了新老办法衔接及摊销到位问题，初

步与国际通行做法接轨。通过测算，方案存在的

问题是：油田开发及维护支出摊销时间偏长；未

能解决新区勘探的资金；没有解决油气田之间

存在的资源品位、开采难度等差异问题。通过油

气成本改革的调查和研究，加深了对油气成本

改革的重要性和复杂性的认识，要对传统的油

气成本进行概念的突破，还有许多深层次的问

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索。

（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 司财务局供稿

  唐迁川执笔）

船舶部门
财务会计工作

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成立于 1982 年 5 月，

其前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六机械工业部，是

全国第一家改组为总公司的中央工业主管部

门。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下辖160 户企、事业单

位，职工 30 万人（其中科研人员 8 万人），财务

会计人员 5 900 人。

1995 年，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坚持“以船

舶为本，多种经营，立足国内，面向世界”的经营

方针，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经济资

源，自立更生、奋发图强地发展民族船舶工业。

1995 年，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造船完工 175 万

吨、出口创汇（直接创汇）5 亿美元，实现利税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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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这些成绩的取得，凝聚了财务会计人员的

心血。

一、加强财务会计基础管理

（一）召开船舶工业总公司财务工作会议，

明确提出“加强企业内部财务管理是当前财务

工作的迫切任务”。由于各种原因，近年来在企

业改革中，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企业产权、股份

化等问题上，而忽视了企业管理，财务管理也有

所松懈。为贯彻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第七次工

作会议精神，加强财务管理，在降低成本、缩短

造船周期上下功夫，向管理要效益、要资金，经

过认真准备，于 1995 年 7 月在大连召开了中国

船舶工业总公司财务工作会议。会议受到了船

舶总公司及所属企事业单位领导的高度重视，

到会的除财务会计界的领导外，还有总公司的

总经理、副总经理，各企事业单位的法人代表。

会议结合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的具体情况，提

出重点从四个方面抓好企业财务管理工作：一

是抓好企业财务管理的基础工作：二是抓好企

业内部财务制度建设；三是切实加强资金管理，

提高资金效益；四是认真做好成本管理，以降低

成本求效益。

（二）积极推行目标成本管理。中国船舶工

业总公司及所属船厂，多年来始终重视目标成

本管理工作，强调实施从承接船舶订单、船舶设

计、设备材料采购、船舶制造直至销售全过程的

目标成本管理。各船厂结合船舶工业生产实际，

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目标成本管理模式。为配合

“缩短造船周期，转换造船模式”工作，财务会计

人员积极主动地适应生产领域技术进步的要

求，加强目标成本管理，并将其升华到理论的高

度。江南造船厂结合该厂目标成本管理中的“七

师负责制”，编写了《目标成本管理理论与实务》

一书，得到了财政部领导的肯定。

（三）为适应财税体制改革的新形势，提高

财务管理水平，组织财务会计人员探讨编制适

用于船厂，便于船舶总公司管理的“管理会计报

表”。

（四）针对船舶总公司系统企事业单位存在

的对外投资效益不高的现状，制订《关于加强国

有资产对外投资管理的若干规定》，规范企事业

单位的对外投资行为。

二、加强资金管理，拓宽融资渠道

（一）组织系统内企业清理相互拖欠。在企

业间相互拖欠资金日趋严重的情况下，为尽可

能解决船舶总公司系统内企业相互拖欠资金的

问题，1995 年 6 月召开了船舶总公司系统清理

相互拖欠会议。会议对清理拖欠工作作了布置。

各企业通过清欠，系统内相互拖欠的现象得到

了缓解。

（二）引进国外贷款，缓解资金紧张。为缓解

造船资金紧张的矛盾，根据李岚清副总理关于

利用境外银行贷款解决造船出口资金短缺的指

示精神，在中国进出口银行的支持下，1995 年

同加拿大皇家银行签署了 4 532 万美元的贷款

合同，解决了大连造船新厂 15 万吨出口船的资

金问题，降低了该厂的利息负担，为船舶总公司

境外融资工作开辟了新的渠道。

三、依据国家产业政策，争取有利于船舶工

业发展的财税政策

（一）争取及落实“八五”远洋船减免税政

策。“八五”初期，根据国务院的安排，船舶总公

司与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签订了 18 条

远洋船的建造合同。依据当时的政策，这 18 条

远洋船享受免税政策，合同价为含税价。税制改

革后，这1 8 条远洋船免税属清理范围。为落实

“八五”远洋船减免税政策，在船舶总公司财务

局及有关船厂财务会计人员的共同努力下，经

过多次反复汇报、测算、分析，并请财政部、国家

税务总局人员到企业调查核实，最终落实了这

18 条远洋船减免税政策。从增值税中，退税

7% ，退税金额 2.55 亿元。这就增加了企业的收

益，缓解了企业的资金紧张，支持了民族造船工

业的发展。

（二）测算、分析上报了军品亏损情况，争取

了部分军品加价资金。根据财政部、国家计委的

部署，船舶总公司及有关企业对军品亏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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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认真研究、测算、分析，并向国家全面汇

报了船舶总公司系统军品亏损情况。同时，根据

国家政策规定上报了军品加价方案，争取到了

部分军品加价资金。这部分资金虽不能弥补军

品亏损，但对缓解企业资金困难、减少亏损或增

加收益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四、积极参予企业改制工作，拓宽财务会计

工作领域

船舶系统全体财务会计人员积极参予企业

改革工作，全面贯彻《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

例》，探索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研究公司制后的

财务管理和财务管理模式，参予制定改组为上

市公司的上市方案及上市后的财务管理规程。

1995 年，船舶总公司下属江南造船厂被列

为全国百家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企业，并成功地

改组为江南造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平稳地

实现了新港、新河两船厂吸收式合并；组建了镇

江锚链集团、金风帆集团、沪东造船集团。在上

述企业改制、改组、上市工作中财务会计人员的

工作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通过参予上述工作，

财务会计人员拓宽了工作领域，提高了管理水

平与能力。

五、财会队伍建设及管理

根据船舶工业发展的需要，船舶总公司及

其企事业单位，积极加强财会队伍建设，大力培

养财会人员。对高级财会人员，采取送出去的方

式，努力拓宽其知识面，先后组织多期财会人员

赴日本、新加坡学习财务管理、目标成本管理、

国际金融等经济及管理知识。对大学毕业并工

作 5—10 年的财会干部，创造条件鼓励其发展，

一部分攻读工商管理硕士课程，培养其向复合

人才方向发展，一部分精研会计学，培养其向财

会专才方向发展。对部分文化素质、专业素质较

低的财会人员，积极创造条件，采用多种方式提

高其文化素质和财会基础理论知识。

（中国船舶工业总公 司财务司供稿

  王树森、张英岱执笔）

保险部门
财务会计工作

1995 年，我国保险事业得到长足发展，保

险在国民经济中的经济补偿和社会“稳定器”作

用进一步发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以下简称人

保公司）在保险市场建设中继续发挥着主 渠道

作用。人保公司全系统自办业务保费收人达

480 亿元，支付各项赔款（含给付）金额达 275

亿元，年末资产总额达 860 亿元，提取的财产保

险未到期责任准备金达 146 亿元，未赔款准备

金达 30 多亿元，人寿保险责任准备金达 355 亿

元。保险业务的发展，经济补偿职能的发挥，资

金实力和偿付能力的增强，与 1.2 万名保险会

计人员很好地发挥了会计工作的职能作用密不

可分。

一、财会法规制度建设

八届全国人大第十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以法的形式对保险企业的

偿付能力、资本金、保证金、保障基金、再保险及

各项保险准备金作了规定，有利于保险企业在

“两则”、“两制”的基础上进一步规范财务会计

行为。对照《保险法》的要求，保险企业已着手修

订、完善内部财务会计管理办法。为加强对保险

企业的财务管理和财政监督，财政部授权各地

财政监察专员办事机构就地对保险企业实施监

督管理，并根据“两则”、“两制”执行中存在的问

题对保险企业的成本费用、资本金及各项准备

金等的管理作了详细规定，标志着国家初步加

强了对保险企业的财务管理。

二、制订、落实经营目标责任制

1995 年初，总公司总经理与各分公司总经

理签定了以利润、保费收入、费用率、上缴资金

和新增固定资产购建规模 5 项指标为考核内容

的经营目标责任状，并规定将责任状的执行情

况直接与各分公司全体职工特别是分公司总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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