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进行了专题调查。一方面把调查中发现的问题

和建议及时反馈给企业和有关部门，共同研究

制定改进措施；另一方面有针对性地加强自身

的工作。如：他们根据横向经济联合中反映出

来的问题，在化工系统开展了联营 企 业 的 调

查。通过调查掌握了20家企业中30个联营单位

的基本情况。发现这20家企业，三年间共向联

营单位投资1614.9万元，只分得利 润149.8 万
元，仅占投资额的9.28%；有的联营 没 有 协

议，只是厂长点头就办了起来；有的投资情况

不清，设备、材料不经过企业有关部门，直接

从车间调走，投资情况在帐务上没有反映；有

的甚至出现了资金、收入、技术、市场四流失

的情况。他们写出的《对化工局联营企业的财

务管理和分利情况的调查报告》，引起了化工

局领导的重视。为进一步了解情况，该处与化

工局又对化工企业联营情况进行了全面清查。
在企业的密切 配 合下，他们对108个联营单位

逐一进行联营合同的审查，投资、分利情况的

登记，以及减免税的审批，并制定了联营企业

的税收征管办法。他们还加强了对联营企业的

日常管理，总结了天津染化四厂 “联营思想对

头，经济效益显著” 的经验，在 化 工 系统推

广；帮助天津力车胎厂，追回联 营 分利109万

元；深入联营单位所在地，帮助 6 家企业核实

投资，补记 “长期投资” 帐，修改联营协议；

分析研究了 “长期投资” 、“无形资产投资”

的会计核算办法，促进企业对联营单位的财务

管理与监督，防止了资金、收入、技术、市场

四流失问题的再次发生。

简讯

黄梅县政府机关实行 “经费流通券” 办法

控制行政经费支出效果好
江尊华

行政经费管理历来是 财 政 支出管理的重点和难

点。为了有效地控制日趋膨胀的行政经费支出，湖北

省黄梅县政府机关从1989年元月起，在内 部实行“经

费流通券”办法，对机关内各单位经费进行定额 控制

管理，收到了明显效果。1989年全年各项经费指标结

余6 820元，比1988年 节 约了15 802元。其 主 要作法

是：

一、指定专人、集中报帐。县政府机关内除行政

科设财会室专门 管 理 整 个机关 经费外，各部、办、

委、局也指定专人负责管理本单位财务，并由专管人

员定期凭“经费流通券”集中向财会 室 报销支出单据。
二、经费包干，计划支出。年初，行政科将财政

分配（追加）的经费指标中除去个人部分后的公用部

分按标准分解到各部、办、委、局，并以通知单形式

下达，各单位则凭通知单分月到财会室领取“经费流

通券”。为了避免使用“流通券”后少数单位 “寅吃

卯粮”，行政科还根据各单位当月实际 情况，分轻重

缓急，规定报销支出限额，使经费支出具有一定计划

性，杜绝了苦乐不均现象，促进了正常业务的开展。

三、变摊派 为购 买 ，改 超支为节约。1989年以

前，机关内一些公 用 经费 开支（如：水电费、邮电

费、材料稿纸、信封等）大多是实行 “摊派” ，因各

单位经费实际上都 已 超 支，加 之分摊办法不一定准

确，故摊派难以落实，支出浪费无 法控制。实行 “经

费流通券”后，对办公室等公共场所也安装了水、电

表，并派专人负责水电费抄录，邮资的计付，库存经

费材料的领发，及时向各单位收取同等金额的 “经费

流通券”，从而杜绝了公用经费支出的浪费现象，年

终仅经费材料一项就比 上年节约2 536元。

四、节约留用，超支不补。实行 “经费 流通券”

后，各单位凭 “经费流通券”报销各 项支出。 “经费

流通券”年终 有 节 余 的，仍可继续留作下年使用；

“经费流通券”已用完的，行政科一律不予报销，从

而改变了经费年年超支的现象。

经过一年多的实践证明，采取 “经费 流通券”的

办法管理行政经费，不仅可行，而且有效。一是能促

使各单位乃至每个机关干部树立勤俭过紧日 子思想；

二是有效地控制了经费超支现象；三是能促使各单位

按计划用钱，克服了单位与单位之间，人与人 之间经

费报销上苦乐不均现象；四是减轻了财 会人员的工作

量，把过去各单位对财会人员的埋怨转到精打细算上

来；五是能使财会工作由事后反映转到事前控制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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