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决算，积极向财政部、国家科委等部门争取各种专项

资金，努力做好资金的组织调剂工作。1997 年轻工

各项事业费收支都实现平衡。

（三）轻工总会为直属单位和地方企业争取到各

种借款和周转金 8 000 多万元。

六、开展会计理论研讨活动

1997 年 3 月，在召开全国轻工财税资产暨扭亏

增盈工作会议的同时，中国会计学会轻工专业委员会

举行了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总结了轻

工专业委员会自1992 年 10 月成立并召开第一次全国

会员代表大会以来的各项工作，修改了《中国会计学

会轻工专业委员会工作细则》，重新推选和更换了中

国会计学会轻工专业委员会第二届理事会理事、常务

理事及主要领导，提出了新一届理事会的基本任务和

工作目标。这次大会还邀请了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的教授作了“西方会计与期货管理”的专题学术报

告；组织了一次全系统优秀会计论文评选活动，评出

优秀论文 18篇，还从中选出 3 篇论文，推荐给中国

会计学会。

1997 年轻工股份制企业达 600 多个，约占全国

股份制企业的 1/5，其中上市的企业 70 多个，约占

全国上市企业的 1/10。为了弄清轻工股份制企业财

务管理的现状与特点，进一步提高股份制企业的管理

水平，1997 年 11 月中旬，中国会计学会轻工专业委

员会与轻工总会经济调节部召开了轻工系统部分股份

制企业会计制度及财务管理工作研讨会，天津环球磁

卡股份有限公司等 18 个股份制企业和有关主管部门

的财会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会议认真分析了股份制作

为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的优势与作用；研讨

了《股份制试点企业会计制度》如何修改完善、股份

制企业如何接受中介机构评审、正确披露财会信息以

及维护股东权益等一些实际问题；交流了如何利用股

份制改造后的资金优势、不断开发市场、拓展经营渠

道以及加强财务管理、搞好资本运营的经验。

（中国轻工总会经济调节部供稿  魏新岚执笔）

纺织工业

财务会计工作

纺织系统预算内国有企业，从1993 年至 1996 年

已经连续四年亏损。1997 年纺织工业加快了结构调

整的步伐，狠抓扭亏增盈工作，确定了 “压锭、重

组、减员、增效”的工作思路。纺织系统预算内国有

企业盈亏相抵后净亏损额 44.49 亿元，比 1996 年减

亏38.96 亿元，按可比口径比上年同期减亏 23.61 亿

元。

一、部署压缩落后棉纺锭的工作

1997年 10 月，朱镕基副总理在上海调研时指

出：“国有企业改革必须找一个突破口，这就是纺织

行业”。

（一）召开了党组、司局长、处以上干部各层次

的会议，进一步统一思想，统一认识，统一步调，统

一行动，动员全行业立即行动起来，迅速投入到压锭

解困工作中去。明确提出：压锭的积极意义不仅是解

决总量的矛盾，也是解决结构的矛盾，通过压锭来促

进国有棉纺企业的资产重组，减债增资，减员增效，

因此，压锭、重组、减人、增效是亏损最严重的国有

棉纺织企业走出困境势在必行的重大举措。

（二）通过新闻媒介大力宣传、推广上海安达纺

织集团主动实行压锭减人，努力提高产品的质量和档

次，一举扭亏为盈的先进经验。

（三）明确提出“九五”期间绝不允许新增棉纺

能力，不再搞“东锭西移”（即东部沿海地区的棉纺

锭向新疆地区转移）的原则。无论国有企业、乡镇企

业还是其他所有制的企业，一律准不准新上棉纺锭，

也不准将应该淘汰的旧棉纺锭子进行区域转移。

（四）棉纺能力的管理从源头抓起，对棉纺细纱

机生产和销售实行严格控制，采取“两证”管理的制

度，即对棉纺细纱机生产企业实行生产许可证制度，

对棉纺细纱机购买企业实行准购证制度。

（五）12 月26 日国家经贸委和纺织总会联合召

开全国纺织工业深化改革调整结构工作会议，规划部

署三年压缩 1 000 万落后棉纺锭的任务，安排 1998

年 480 万锭的压锭工作先从沿海地区启动。

二、帮助国有纺织企业增资减债

（一）1997 年国家将“拨改贷”资金本息余额

300 亿元转为国家资本金。纺织总会审核合格的中央

级“拨改贷”资金本息余额转国家资本金162 户企事

业单位，本金35 550 万元，利息17 851 万元。

（二）选择了一批大中型国有纺织企业和企业集

团，通过发行股票或可转换债券筹集资金。到 1997

年底，纺织行业已经有 58 家公司股票发行上市。其

中，A 股 47 家，B 股 9家，H 股 2 家，募集资金 100

多亿元，壮大了上市企业的实力。

三、修订棉纺产品定额成本

1997 年，中国纺织总会委托陕西省、石家庄市、

青岛市纺织主管部门组织其直属棉纺企业对原纺织工

业部 1983 年的《棉纺织产品定额成本计算办法（试

行本）》进行测算修订。修订后的定额成本有以下特

点：

（一）棉纱线和原色坯布的原料单位耗用定额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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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或基本不变，各类棉纱线单位产品耗用棉花品级长

度、定额耗用量（包括化纤）、计算档次、原料的制

成率、用再用棉量和生产落棉下脚等规定基本不变。

各类棉布的定额用纱量、各种纯化纤与混纺织物

和纯棉织物用纱量系数增加率等基本不变。

（二）棉纱线和原色坯布分品种用电、用工单耗

定额问题。棉纱、线及有梭织机的产品用电、用工单

耗定额以原纺织工业部 1991 年本《棉纺织产品折标

准品用电计算导则宣讲读本》和《棉纺织企业可比用

工标准》为基础，参照纺织行业目前达到的水平，重

新进行了修订。

气流纺纱及无梭织机的产品用电、电工单耗定

额，根据实际测电、测工及企业实际等耗用水平计算

出的平均先进水平制定定额耗用量。

（三）价格水平是按目前有关规定和市场行情确

定。

（四）按照制造成本的项目进行修订，定额成本

不包括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等期间费用。

新的《棉纺织产品定额成本计算办法（试行本）》

的制定，使棉纺企业产品成本管理有了根基，可以比

较各种差异，分析差异的原因，从而制定出目标成

本、标准成本，加强成本控制，达到有效降低产品成

本的目的。

四、中国纺织会计学会理事会换届改选

1997 年 1 月21 日至 25 日中国纺织会计学会第

五次会员代表大会在海口举行。会议的主要议题是：

换届改选理事会，总结上届会计学会主要工作，研究

本届今后四年工作安排，提出学会重点理论研究课

题，讨论学会章程的修改意见等。出席这次会议的代

表有70 人。会议产生了第五届理事会，充实了中青

年力量，调整了常务理事会负责人。会议确定了今后

学会工作要抓好五件事：①加强组织建设。成立行业

财务协作组分会、会计师事务所分会，充实总会计师

分会；成立理论研究指导小组；要求各地分会适时做

好换届工作。②开展理论学术研究。坚持 “联系实

际、服务行业、突出重点、研究趋势”的原则，有计

划地推动群众性学术活动的开展；做好理论研究指导

小组和各地分会在学术活动方面的组织、协调工作。

③组织多种形式的研讨班、培训班、境外考察学习

班，对纺织财会人员进行培训。④办好会刊《纺织财

会》。⑤建立学会基金。

（中国纺织总会经济调节部供稿  张昕执笔）

邮电业财务会计工作

1997 年邮电财务部门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

向与完善邮电财会管理结合起来，解放思想、转变观

念，继续推进两个根本性转变，取得了良好的财务成

果。邮电通信业务收入完成 1 828.4 亿元，比上年增

长34.14 % ；全行业实现利润 166.7 亿元，比上年增

长41.69% . 1997 年邮电部门重点抓了以下财务会计

工作：

一、加强财务管理，努力增收节支

邮电财务部门积极探索实行增收节支、提高经济

效益的新思路和新方法，在保证传统业务继续稳步

增长的同时，积极培植邮电业务新增长点，优先保

证开发新业务、开拓 潜 在市 场、改 善 服 务 所 需

的开支和经费，并且通过财务分析，主动向业务部门

反馈业务发展状况，协助调整经营策略。在迅速发展

业务的同时，完善收入管理的手段和方式，加强收入

稽核管理，杜绝收入中的跑冒滴漏现象。重点抓了用

户欠费的收缴工作，指导各省严格用户欠费的管理和

清理制度；各省加强调研，认真分析欠费结构、成

因、把握欠费脉搏，对症下药，寻找清欠突破口；强

化管理，严格考核，使欠费管理工作制度化、规范

化。

此外，企业还进一步加强了成本费用管理与控

制，认真执行成本开支范围和标准，在保证生产性开

支的同时，努力压缩非生产性开支，通过增收节支两

个途径，确保全行业经济效益的稳步提高。

二、推进邮电财会改革，调整企业运行机

制

（一）邮电通信领域利用资本市场取得突破性进

展。中国电信（香港）有限公司股票在香港和纽约成

功上市，筹集资金达 42 亿美元。融资活动的成功，

标志着中国通信领域利用国际资本市场已取得突破性

进展。

（二）进行了邮电分营试点。邮电部和试点省的

各级邮电财务部门在充分研究、周密准备的基础上，

制定了邮电分营的财务划分方案和衔接办法，顺利完

成了划分、交接和新旧体制的过渡，为全国邮电分营

改革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思路。

（三）修改了邮电通信企业专业核算办法。为适

应邮电经营管理需要，在一级专业核算方面改为按邮

政、电信两大专业核算，以便下一步在两大专业的基

础上进行二级专业核算，为邮电分营工作做好前期准

备。

（四）继续推进邮电资费的改革与调整。在 1996

年 12 月对邮电资费进行全面调整的基础上，1997 年

港澳台资费再次下调 30 % ，并对国际电话实行了分

时段计费，使我国的资费标准进一步向国际惯例靠

拢，抑制了回叫业务以及利用内地与港澳台电话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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