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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農業合作化的实現，農村生產力得到迅速發

展。为了促進農業生產的發展，國家从各方面对農業

進行了支持和援助，牲畜保險也是國家支援農業生產

的經济措施之一。由于目前牲畜还是我國農業生產的

主要动力，种庄稼和搞副業都离不开牲畜，如果牲畜

死亡而不能得到及时的补充，对生產和農民收入的影

响將是很大的。
要解决这个問題，首先就要加强牲畜飼养管理和

畜疫防治工作，敎育社員們更好地爱护牲畜，努力养

好牲畜，减少牲畜死亡。但也必須估計到，牲畜因病

或其他意外事故而死亡还是不能完全避免的。因此合

作社必須事先有所准备，当牲畜一旦死亡时，能够及

时得到补充，使合作社不致因牲畜死亡而遭受重大損

失。國家举办牲畜保險就是帮助合作社解决牲畜补偿

問題的一項措施。它一方面通过收取保險費的方法，
把每一个参加保險的合作社的經济力量組織起來，建

立集中的保險基金，如果其中哪一个社牲畜 發 生 死

亡，就从这筆基金中撥款补偿；另一方面，它还積極

参与預防牲畜疫病的斗爭，如从收入的保險費中提出

一定比例資金來补助農村防疫費用，宣傳并帮助農民

加强和改進飼养管理工作，以及通过保險办法的一些

規定，來啓發和鼓励群众爱畜保畜的積極性等。这样，
合作社参加保險后，旣可在保护牲畜方面得到保險部

門的协助，又可以在牲畜一旦死亡时及时獲得补偿，
以免躭誤生產，影响收入。所以牲畜保險的举办，是

有利于農業生產，有利于合作社的巩固与發展的。
但是，参加牲畜保險要交付一定的保險費，要增

加合作社一些开支，因此，在中央勤儉办社的方針之

下，有人就問：这样是不是符合勤儉办社的精神？对

于这个問題，应該从兩方面來看。首先，要看花保險

費是不是值得。勤儉办社的精神是節約开支，反对浪

費。但如果所花的錢不是浪費，而是对生產有利，自

然是可以的。牲畜保險的目的是帮助合作社解决牲畜

死亡补偿問題。合作社死了牲畜，怎样及时買回新牲

畜，以保証生產上所必需的畜力，这是一个必須解决

的問題。固然，合作社可以用社的內部資金來补充牲

畜死亡的損失，但是牲畜死亡是难以預料的，合作社

不可能經常閑置相当大的一筆資金作为准备，臨时挪

用其他款項也必將影响其他方面的开支。合作社也可

以从銀行得到貸款的帮助，但这只能解决 一时 的 困

难，到期还要归还，不能依靠它來解决灾害損失的补

偿。所以說，参加牲畜保險是弥补合作社牲畜死亡損失

的較为妥善的办法。参加保險虽然要負担保險費，但

实际上这項开支并不大。从各地已参加牲畜保險的合

作社的收支情况來看，保險費支出一般只占合作社总

收入的千分之几，所以許多合作社經过仔細算帳后，
都認为保險是“拿小錢，防大患”，“参加保險还是

有利”，有些合作社寧願在某些开支上再節約一些，
省下錢來参加保險，認为这样才“心里踏实”。

但是在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能不看到 这 样 的 情

况：合作社需要花錢的地方很多，而資金却是有限

的，为了保証絕大部分社員能够增加收入，中央規定

必須把合作社总收入的60—70% 分配給社員，各項开

支必須控制在相应的比例之內。牲畜保險虽然服务于

農業生產，但究竟不是農業生產的直接項目，因而不

可能也不应該把保費开支与生產的必需开 支等 量齐

覌，更不能駕乎其上。如果合作社負担保費 并 不 吃

力，也不影响生產上的重要开支，那末参加保險是有

好处的。如果合作社在保証60—70%的收入分配給社

員的前提下，开支已很緊張，就不应勉强他們参加保

險。为了支付保險費而挤掉生產上的必要开支，是与

总的方針相抵触的。所以必須很好地研究各地的經济

情况，根据各地經济条件制定开展保險業务的計划。
我國地区廣大复雜，不但在全國范圍內有較富裕和較

貧瘠的地区，即使在一省、一縣內也有經济条件較好

和較差的区別，对于經济条件較好的地区是可以开展

牲畜保險的，而对于条件較差的地区則应暫緩办理，
不要貪多圖快，以免造成不良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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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条件地区开展牲畜保險，还必須認眞貫徹農

民自願的原則。廣大農民对牲畜是最关心不过的，許

多事实証明，只要他們明白了牲畜保險的好处
，

一般

是乐于接受的；但是，也并不是所有的農民都能很快

体会到保險的好处。由于牲畜保險是一項新工作，参

加保險要付保費，各地牲畜死亡率不同，經济情况也

各不相同，因此各地对牲畜保險的反映和要求也是不

相同的。正因为群众对保險的認識还有差別，就不能

要求“一律都保”，更不能要求“非保不可”；必須

坚持自願原則則，做到願保的保，不願保的就不保。当

然，貫徹自願决不等于听其自流，必須把保 險 的 道

理、作用和保險的办法，向合作社和農民交代清楚，

消除他們各种顧慮与誤解，作到自願投保，那种“不

願保就拉倒”、“坐等上門”的办法是不对的。如果經

过宣傅解釋后，農民由不認識保險到逐步有了認識，
因而改变主張由不願保到願意保，这仍是符合自願原

則的，如經过宣傳，農民仍不願意投保，就不要老纏

住不放，勉强人家投保。总之，宣傳是必要的，但我們把

道理講清楚后，就应該讓農民自己來决定是否投保。
牲畜保險是在農村首先举办的一种保險業务，为

了减輕各种自然灾害对農業生產的威脅，國家將來还

要逐步举办農作物和其他財產保險。現在我們办好牲

畜保險就可为逐步举办農村其他保險業务从工作上、
組織上、技術上准备条件。

百分比來進行比較。因为預付款的撥付和偿还，在决

算期內，随工程進度而变动，以固定的預付款額度作

为定額來考核是不适当的。例如某企業全年承包工作

量10，000，預付款占工作量20%，年初預 付 款余 額

1，000，第一季度簽訂合同2，000，收進預付款400，（或

部分未簽合同，以去年合同的調整数）第二季度又簽

訂合同3，000，收進預付款600，第三季度扣还預付款

200，第四季度扣还預付款400。根据上項資料，該企業

第一季度預付款平均定額为（1000+1400）÷ 2= 1200；
第二季1700；第三季1900；第四季1600；全年平均定

額为（1200+1700+ 1900+ 1600）÷ 4 = 1600，占承包

工作量16%。如果我們拿20% 作为年度定額來考核是

与实际不符的。我們对这部分資金目前是和非定額資

金、全部流动資金同样地与上年度实际周轉情况作比

較，从而考察企業在資金周轉方面較过去改善的程度。
4.結耩的分析。这是对企業截止期流动資金組成

和來源所作的分析。通过这項分析，可以反映企業在

截止期間各部分流动資金相互占用、預付款和銀行借

款保証程度、現金支付能力等項的情况，結合以上各

節对資金运用情况的分析及下期計划資金需要額可以

提供繳、撥資金数額和时間的参考依据。为了集中反

映这些情况，可以采用下列簡單表式：

注：在塡表时应先塡合計数，各項來源及用途数是合計数的分配。

从上表可以看出企業自有流动資金是有多余的，
因而形成大量的債权。定額資產Ⅱ組不能保証發包人

預付款及銀行借款的数額，需要由銀行結算戶存款調

整到預收款戶存款內（5，690），現金支付能力可以

保証定額負債超过定額数內应付工資以及应繳預算款

項。在積極清理債权、債务后，还有抽調多余自有流

动資金的可能。由此可見，以資金实有額的核算为基

礎，結合計划定額执行情况、資金結構的分析和下期計

划資金需要額，可以确定企業資金多余或不足，以及

可能解繳的数額和时間。通过定額执行情况和周轉指

标的考核，可以 对企業資金运用改善程度作出評价。
至于企業主覌方面所造成的資金積压浪費还应該选擇

主要項目（如有关工程結算的項目、儲备資金的項目、
債权債务淸算的項目）深入研究，找出資金在运用方

面的主要癥結和应行采取的措施，这样才可以完成流

动資金的分析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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