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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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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旁路港澳台电话的投机行为。1997 年还实行了接

入网资费改革，下调了专线、中继线、出租电路的资

费标准，制定了相应的优惠政策，受到社会各界的普

遍欢迎，促进了国家信息产业的发展；出台了移动电

话最高限价暂行规定，对平抑价格、促进移动电话发

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广筹资金，保证邮电通信发展需要

1997 年各级邮电财务部门进一步拓宽融资渠道，

多方筹集邮电建设资金，完成邮电固定资产投资

1 245亿元。一是把保证邮电通信建设日益扩大的投

资规模所需资金的立足点放在不断增加自我积累和自

我发展能力上，利用好自有资金，使其成为邮电通信

建设的基本资金来源。1997 年开始，市话初装费和

邮电附加费纳入财政预算内管理。为适应两费纳入预

算内管理的需要，会同财政部研究下发了两费会计核

算办法。各级邮电财务部门配备专兼职人员从事两费

管理，编制好两费管理收支预决算，及时足额上缴入

库，按时下拨，专款专用，把资金在途时间压缩到最

低限度，确保了两费纳入财政预算管理的顺畅运行，

保证了邮电建设资金的需要。二是加强资金集中调度

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1997 年资金管理问题受

到通信企业领导和财务部门的普遍重视，财务部门加

强了对货币资金的管理，采取了资金管理权限适度集

中、银行存款限额管理和建立资金考核制度等措施，

提高了资金调控能力，减少资金沉淀。三是利用各种

方式筹集资金，完善负债结构。各级财务部门积极利

用国内外贷款、融资租赁、分期付款等多种方式，解

决建设资金不足的问题。

四、完善固定资产管理，努力提高投资效

益

为了理顺基本建设财务与通信企业财务之间的关

系，便于加强工程财务管理，邮电部根据邮电管理的

特点，在国家尚未作出基本建设财务与企业财务并轨

决定的情况下，研究制定了基本建设资金拨款的一套

管理办法，改变了以前基建资金拨付单独一个系统核

算管理的做法。这样，既能使通信企业全面反映各项

资金状况，又不违背财政部对基本建设财务管理的要

求。邮电通信事业的飞速发展，给基本建设财务管理

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1997 年邮电固定资产投资达

到1 200 亿元，建设任务十分繁重。邮电部对工程实

行否决管理、部省分摊投资的原则，在 1997 年完成

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竣工决算审批办法，使得工程项

目竣工验收后的资产交付、决算编报等管理工作更加

科学化。

五、加强财会基础工作，抓好财会队伍建

设

为巩固整顿会计工作秩序的成果，按财政部颁布

的《会计基础工作规范》要求，制定了《邮电部门会

计基础工作规范化管理实施细则（试行）》和《邮电

部门会计基础工作规范考核办法（试行）》，对邮电行

业全面达到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化目标作了部署。各企

业把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化活动作为一项经常性、长期

性的工作坚持不懈地抓，取得了良好效果，使邮电财

务工作的整体水平有了一定提高。

全国邮电会计电算化在积极稳妥、保证质量的前

提下加快了进程。已被批准全部计算机替代手工记账

的单位，能较好地执行会计电算化的各项管理制度，

逐步建立以会计电算化为基础的单位计算机管理系

统，充分利用现有数据进行会计分析和预测，做到内

部信息资源共享，使会计电算化在财务管理中发挥了

更大的作用。

财会制度建设在 1997 年取得了积极进展，制定

了新业务的会计核算办法，清理统一了代办费标准。

此外还委托科研单位和院校进行了软科学项目的研

究，为制定政策、科学决策提供了依据。

（邮电部财务司供稿  刘晓薇执笔）

交通运输业

财务会计工作

1997 年，交通系统广大干部职工，求真务实，

团结奋斗，较好地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广大交通财

会人员立足本职，服务全局，为推动各项交通事业的

健康发展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新成绩。运输生产继

续保持良好势头，公路运输基础地位进一步增强，水

路货运稳中有升，主要港口吞吐量持续增长；交通基

础设施建设成绩显著，新建高速公路 1 313 公里，创

历史最高纪录，沿海港口建成深水泊位 40 个，新增

吞吐能力 9 822 万吨；国有交通企业转机建制力度加

大，利用外资工作取得新成效。

一、继续加强交通规费的征管工作

为加强公路的建设和管理，促进公路事业的发

展，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26 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路法》（以下简称《公路法》）。《公路法》的

颁布和实施，对依法合理筹集公路建设资金，加快我

国公路建设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配合《公路

法》的出台，交通部对车辆购置附加费、港口建设

费、水运客货运附加费和船舶港务费等主要收费项目

从完善征管制度入手，加强征管基础工作。拟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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