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究。这些问题的确立，基本理顺了支付体系，为今后

支付系统建设奠定了基础。

（三）研究部署了支付系统试点工作。结合支付

结算业务和金融发展的新情况。提出了《关于中国支

付系统应用需求有关问题的意见》，研究修订了支付

系统应用需求文件，对支付系统会计科目和账务处

理、报文格式和标准、风险管理、政策措施等予以明

确。同时，还召开了支付系统试点城市工作会议，介

绍了支付系统应用需求，研究了一些重大关系问题，

明确了试点工作任务。

（四）大力推行了票据的使用。近年来，票据的

使用量不断扩大，其流通功能和融资功能得到增强。

据统计，1997 年，银行累计办理商业汇票承兑 4 600

亿元，贴现 2 740 亿元，人民银行办理再贴现 1 332

亿元，分别比上年同期有较大增长，对抑制企业间货

款拖欠，提高银行信贷资产质量发挥了重要作用。支

票使用量在同城达到 80 % ，银行汇票占异地结算的

40 % ，本票已在部分城市推广使用。同时，1997 年，

各行发行的信用卡近 6 000 万张，进一步方便了个人

消费性活动的需要。

（五）加强了支付风险的控制。为了解决人民银

行手工联行对账时间长、差错多、存在安全隐患问

题，人民银行组织开发了手工联行电子化对账系统。

为了有效防范不法分子利用高科技伪造预留银行签章

诈骗资金，加快同城资金的周转使用，通过对支付密

码试点城市的调研，确定了支付密码的性质、使用范

围和模式，加强了对支付密码的管理，最大限度地控

制了支付风险。

（中国人民银行会计司供稿  胡永康执笔）

煤炭工业

财务会计工作

1997 年，煤炭工业国有重点煤矿实现了总体扭

亏为盈，广大干部职工围绕扭亏增盈，做了许多艰苦

细致的工作，走出了一条具有煤炭行业特点的扭亏增

盈新路子，结束了煤炭工业长期亏损的历史，实现利

润 2 亿元。

一、落实扭亏增盈目标和领导班子责任

制

各单位根据核定的目标，层层组织落实，对执行

情况进行调度、分析，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并严格执

行日调度、月分析制度，做到从基层企业到煤炭部每

天都能了解扭亏增盈进展情况。

在强化和落实领导班子扭亏增盈责任制方面，各

煤管局和企业在认真分析的基础上，层层签订了扭亏

增盈责任状，作为考核领导班子政绩的主要依据。年

终考核，完成扭亏任务好的给予一定奖励；完不成扭

亏任务的，追究领导班子的责任，该引咎辞职的辞

职，该撤职的撤职，真正实行优胜劣汰。这样，使各

级领导班子的成员增强了事业心和紧迫感，深入实际

抓落实、抓兑现。

二、以市场为导向，搞好供求平衡，推

进价格改革

（一）搞好市场调查，加强总量调控。经过市场

调查，1997 年的煤炭产量基本维持 1996 年的生产水

平。压缩库存4 500 万吨，其中，国有重点煤矿压缩

1 500万吨。各级煤炭管理部门借鉴福建、山西等省

综合运用法律、行政、经济等手段，加强总量调控的

经验，各企业在强化市场观念的前提下，按照用户有

效需求和运输能力组织煤炭生产和运销，初步形成了

适应市场变化调整营销策略、促进产销协调的局面，

对完成扭亏增盈任务起了重要作用。

各企业进一步强化了运销工作在企业的龙头地

位，切实发挥其预测需要、市场导向和价值实现功

能。运销部门在加强市场调查和预测的前提下，及时

反馈供求信息，引导企业合理确定生产规模和产品结

构。

（二）继续推进煤炭价格改革。近几年煤价总体

走势不错，1997 年仍采取小步快走的策略，适时调

整煤价，使煤炭价格逐步向价值靠拢。努力注意解决

好提高价格与加快货款回收的关系，做好价格适度增

长，货款及时回收，实现了回款、收入和效益同步增

长。把货物发运、结算承诺、收入实现“三同步”，

作为一条纪律，严格执行。同时建立了煤炭货款回收

局矿长负责制，确定局矿长是第一责任者。企业内部

把货款回收的责任，层层落实有关部门和岗位，建立

相应的奖罚制度。

三、全面实行“三条线”管理和以产定

人办法

（一）实行煤炭生产、多种经营、后勤服务“三

条线”管理。“三条线”管理的实质是通过分灶吃饭，

自负盈亏，促进企业内部结构的重组与优化，解决

“大锅饭”问题。在 1996 年构建基本框架的基础上，

1997 年建立了 “三条线”管理的正常运转体系。一

是将矿务局所属单位和矿厂所属二级单位作为市场主

体，实行模拟法人运转；二是对企业现有资产存量，

按照谁占用就划给谁、有偿使用的原则逐级划转，做

到产权明晰，责任明确；三是对企业内部各单位区分

不同情况，合理结转收入和支出，做到分灶吃饭、以

收抵支、自负盈亏。

实行“三条线”管理，就要改革企业内部财务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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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体制，将会计主体向下延伸一步，由矿厂为核算主

体改为矿厂所属二级单位成为会计主体，进行会计核

算。为加强监控和减少管理人员，各矿厂建立会计服

务公司，为各核算点代理记账，办理相互间及对外的

结算业务。在搞活内部各基层单位的同时，矿务局加

强全局性调控，注重资本运营，将内部银行改组为内

部结算中心，在坚持谁的钱谁用，维护各单位资金使

用自主权的前提下，集中运营。包括多种经营、社会

劳动保险基金、房改基金、工会经费等在内的全部货

币资金均集中运营，改变资金分散、体外循环的状

况，提高企业整体资金使用效益。

（二）实行以产定人。以产定人实质是按效益原

则和市场竞争机制，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从根本上

解决人多效率低的问题。煤矿、煤矿机械制造厂、施

工企业、多种经营企业都按此办法办理。有产可计的

实行以产定人，后勤、机关和其他方面要以事定人，

以工作量定人。生产矿井以做到生产不亏损和实现盈

利为目标核定上岗人员；多种经营及地面单位以效益

状况核定上岗人员；生活服务系统按照收支平衡和必

要的工作量核定上岗人员。以产定人是一项政策性很

强的工作，要坚持科学、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

所有人员都要进入内部劳动力市场，通过竞争，择优

上岗，形成适应市场要求的用人机制，使职工处于一

种不断优胜劣汰的流动状态。对暂时不能安置的待岗

人员，有条件的发放基本工资；有困难的根据当地生

活水平和企业经济状况，发给基本生活费。同时，充

分利用现有条件，根据企业调整产业结构和社会需

要，组织待岗人员学文化、学技术，提高竞争上岗和

再就业的能力。

四、强化企业管理，推进集约化经营

（一）强化成本管理。在市场竞争中，以市场价

格为基础，倒算目标成本。以盈亏平衡作为成本否决

的封顶线，通过全员、全过程的成本管理，将企业的

各项工作都统一到降低成本，提高效益的目标上来，

形成人人关心市场、关心成本、关心效益的新机制。

（二）实行综合治理，大幅度压缩企业管理费用。

据 1996 年末对国有重点煤矿的统计，局矿厂机关管

理人员多达 47 万人，管理费用支出占产品销售收入

的 1/7。1997 年在实施“三条线”管理的基础上，实

行综合治理。首先，打破管理费支出上的“大锅饭”

体制，把原在管理费开支的机关以外的所有单位进行

剥离划转，实行分灶吃饭；其次，在会计核算上，做

到谁的费用谁承担，机关仅承担本部支出的费用，不

再负担共性的管理费用；第三，对剥离后的局矿厂机

关，根据企业规划划分若干档次，实行严格的定员定

编和费用定额管理。通过以上措施，管理费用下降了

8 亿元。同时把有用的人才挖掘出来，充实到煤炭生

产和多种经营第一线，发挥了他们的聪明才干。

（三）优化资产结构，盘活存量资产。对历史形

成的煤炭企业资产结构不合理，非经营性资产比重

大，闲置资产多，对经营性资产缺乏保值增值约束的

问题。煤炭部门通过转换机制，强化管理，实现资产

的盘活重组，提高使用效率。一是实现非经营性资产

转变。将企业内部的生活服务单位改造为内部市场主

体，分灶吃饭，自负盈亏。将其无偿占用的资产，转

变为实现经营收入、以收抵支的物质基础，赋予其经

营职能。二是实行资产优化组合。从实际出发，灵活

采取内部兼并、合并、改制联营、租赁、委托经营、

承包经营、国有民营、股份合作等多种形式，实现资

产重组。三是盘活闲置资产。国有重点煤矿固定资产

闲置 58 亿元，库存材料超储积压 7 亿元。将这些资

产积极引入市场机制，在搞好内部调剂利用的基础

上，建立全国性、区域性闲置资产交易市场，企业闲

置设备、物资，均可入市交易。四是强化对经营性资

产保值增值的责任约束。企业内部各经营主体，必须

落实资产保值增值责任，加强责任约束，做到自负盈

亏、自我发展。

五、大力提高劳动者素质，推行以人力

资本为依托的经济增长方式

（一）采取多种措施，提高职工素质。加强职工

技能培训，提高职工队伍的科学文化素质，鼓励自学

成才。建立职工技能鉴定站，制定规范的管理办法，

建立培训、鉴定、使用、待遇相结合的机制，引导职

工敬业爱岗、岗位成才。

（二）进一步改革工资制度，调动职工积极性。

企业内部工资分配，贯彻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效

益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克服“一刀切”、“齐步

走”的做法，凡有量可计的工程，推行计件工资制，

并随着生产技术条件的变化，适时地修订定额，保持

先进合理。从而，更好地发挥工资杠杆的激励和调控

作用，实现职工工资与企业经济效益之间的良性循

环、协调增长。

（煤炭工业部财劳司供稿  张瑞莲  巴延平执笔）

建筑材料工业

财务会计工作

1997 年，建筑材料工业稳中求进，生产运行基

本正常。乡以上独立核算企业完成工业增加值同比增

长 6.54 % 。水泥、平板玻璃产量分别为 5.1 亿吨和

1.68 亿重量箱，较上年增长3.63% 和 4.68 % ，已连

续多年属世界第一位。建材产品总体质量有所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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