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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筑企 业 改 善 经 营 管 理 的新 景象

程 曾 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民经济实行

调整，基本建设规模大量压缩，建筑企业面临

着生产任务不足的新情况。如何适 应 这 种 情

况，为调整国民经济和实现四化作出贡献，对

绝大多数建筑企业来说是一个新的课题。最近，
我们走访了湖南、湖北两省的八个建筑企业，
深感它们在经济调整时期，切实改 变 经营 作

风，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争取多快好省地完

成任务，实现减亏增盈，积累了很 多 好 的 经

验，出现了可喜的新景象。

一、积极承揽任务，增加收入

在没有实行利润留成制度以前，建筑企业

的生产任务由上级分配下达，“有任务就干，
没任务就算，不干活也一样拿工资吃饭”。特

别是中央级建筑企业，即使长期任务不足，上

级也不让企业找活，企业也不愿意自己找活。
有的施工队伍上万人，常年在某些重点工程工

地等待工作，靠收取窝工费过日子。去年开始

缩短基建战线，情况有了变化。这八个建筑企

业共有职工九万多人，最高承包能力在四亿元

以上，但是，上级下达的任务平均只有一半左

右。工人要窝工，企业可能出现亏损，企业和

职工都会减少收入。怎么办？

这几个企业，经过学习认清了形势，它们

决心改变经营作风，放下大企业的架子，纠正干

活挑挑拣拣、只吃肥肉不啃骨头的做法。为了多

承揽施工任务，不管工作量大小，路途远近，施

工条件好坏，利润多少，都主动联系承包。例如，
化工部第四建设公司去年承担的任务有一百多

个点，其中六十多个点的工作量都在五千元以

下。公司党委书记说：“这样小的工程，要是在前

几年，我们是不干的，人家也不会来找我们干。”

过去，建筑企业实行专业分工，不属于分

工范围的活干起来有一定困难，所以都不愿意

干。现在，只要经过努力可以承担的任务，都

能克服困难，尽量承担。第十五冶金建设局为

了多承担一些土建工程，将专搞井巷施工的井

巷公司部分改为土建队伍。第一冶金建设局的

机械设备安装公司，现在兼搞结构、构件吊装、

上下水道施工。交通部第二航务工程局，过去

专营水下施工，现在也打破专业界限，陆上的

水泵房、钻孔灌注桩，都干得很好。有的企业

为了增加收入，还组织力量生产日常生活用品，

从小五金到木器家具，有什么活干什么活。
由于这些企业积极地广开生产门路，“找

米下锅”，去年不仅没有发生窝工亏损，而且

全员劳动生产率平均超过四千元，成本降低率

平均达到 5 %以上，各个企业都提取了企业基

金和利润留成，建立了发展生产基金、职工集体

福利基金和奖励基金，职工普遍增加了收入。
今年，在上级下达任务少于去年的情况下，

这些企业继续千方百计承揽任务。到第一季度

末，已经落实的任务约占去年完成任务的70%
左右。一季度实际完成的工作量则与去年同期

相近。据估计，今年完成工作量可能比去年少

一些，但不致发生亏损，有的还可以实现一定

数额的利润。

二、加快施工进度，提前发挥投资效益

1980年以来，建筑企业“找米下锅”的对象，

往往是一些扩建、维修和挖革改工程，其中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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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生产上急需的填平补齐的工程，工期缩短一

天，可能增加不少产值和利润，工期拖延一天，可

能减少不少产值和利润，所以建设单位都要求

建筑企业加快施工进度。建筑企业为了更多地

承揽施工任务，一般也都注意了改进施工组织

和管理工作，积极设法加快施工进度。例如第一

冶金建设局，充分利用附属的一个年产25万吨

水泥的工厂和拥有较多库存钢材等有利条件，
帮助建设单位解决水泥供应不足和钢材品种规

格不合、无法调剂的困难，从而加快了某些工

程的进度，深受建设单位的欢迎。葛洲坝水电工

程，在汉江两边有两座过江铁塔安装工程。第一

座由于施工队伍设备和技术条件不合适，干了

六个月没有完成。第一冶金建设局的特种公司，

充分发挥设备先进、技术水平高的优势，只用

了三个月就完成了另一座铁塔的安装任务。其

他如建工总局第三工程局、基建工程兵三十一

支队等的土建公司，都能够发挥各自的特长，

加快施工进度，在竞争中以快取胜。这八个企

业1980年的竣工率都比上一年有所提高。

三、对国家财产负责，保证工程质量

去年以来，这八个建筑企业都把提高工程

质量作为保持信誉、争取承包更多任务的一项

重要措施。它们自动加强工程质量检查，严格

把好验收关，并且普遍建立了回访制度，虚心

听取使用单位的意见，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基

建工程兵三十一支队的三〇二团，有一部分新

兵在承担光化棉纺厂的工程时，工程质量差，建

设单位很有意见。支队领导狠抓了质量问题，

认真进行整顿，加强思想教育，组织干部和战

士苦练本领，在以后的工程施工中，普遍保证

了质量，做到一次检查合格，光化地区很多建

设单位都争着要三〇二团承包工程。化工部第

四建设公司，狠抓锅炉安装工艺规程的制度建

设和思想教育、技术教育，近两年来，在汨罗，

无锡、常州等地安装锅炉20多台，质量都是优

良，建设单位和劳动部门给予很高的评价。又

如，第二十三冶金建设局组织一个35人的小分

队，在湖南邵阳、衡阳两市承担地方轻工系统

的发电机组技措工程，由于工程质量优良，深

受当地工厂的欢迎，取得了很好的经营成果，

劳动生产率达到每人14，000多元，平均每人实

现利润近2，000元。
有的企业负责人深有体会地说：任务饱满

的时候要讲究工程质量，不能顾量不顾质；任

务不足的时候更要讲究工程质量，否 则就 会

“倒牌子”。保证质量可以提高信誉，使在任务

不足时可以揽到任务，路子越走越宽。

四、降低成本，降低造价

缩短基建战线以后，建筑企业之间在“找

米下锅”的过程中，自然形成互相竞争的局面，

建筑安装工程造价在竞争中有下降的趋势。特

别是一些用企业自筹资金进行的小型基本建设

和挖革改工程以及用贷款进行的技 措 项目 等

等，建设单位不仅希望既快又好地完成工程，
而且想少花点钱、多办点事。有的还实行“招

标”的办法，择廉发包。为了争取承揽更多的

施工任务，大多数建筑企业采取了少收或者不

收独立费用和降低管理费标准的办法，降低工

程造价。
降低造价，收入减少了，为了避免出现入

不敷出的情况，许多建筑企业都从节约开支，

降低工程成本等方面下功夫，具体的做法，各

有千秋。例如，第二十三冶金建设局实行材料小

票制，控制材料消耗，以降低材料成本。第一

冶金建设局、化工部第四、第六建设公司和交

通部第二航务工程局都实行了管理费归口包干

的办法，控制管理费开支。第十五冶金建设局

改变所属单位按完成工作量比例上缴管理费的

办法，实行按定额包死的办法，基层企业多完

成工作量，可以不增加上缴管理费，这样就调

动了基层企业精打细算、节省开支、多完成工

作量的积极性。
这些企业在节省开支、降低成本的过程中

出现了很多新风尚。过去，公司经理、书记每

人一套报纸，每天一大叠；现在，几个负责人

合用一套报纸，放在会客室里大家看。过去，

工作人员出差，要照顾探亲访友，两个人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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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的事得派四、五个人；现在则是尽量少派人，

甚至不派人，用电报、函信解决问题。过去，
建筑企业附属的职工医院、招待所、铅印室、

试验室等单位，都是供给制，干活多少无所谓；
现在，为了节省开支，减亏增盈，也实行了经费

定额管理，并对外开放，争揽活 路，增 加收

入。
总之，贯彻调整方针以来，建筑企业在改

善经营管理、努力减亏增盈、实现多快好省等

方面是有成绩的。认真总结这些经验，进一步

采取措施，一定能够更好地调动建筑企业的积

极性，为四化建设作出更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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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会计”这个

词现在有两种不同的概

念，一种概念是“财务

的会计”；另一种概念

是“财务与会计”。一

字之差，内容大不相同。
在这里，先简单地

介绍一下第一种概念，

然后再着重探讨第二种

概念。
在一些发达的资本

主义国家，为了适应企

业内部和外部的各种要

求，企业会计的职能分

化为“财务会计”和“管

理会计”两个领域，并

各自向前发展。我们多

年来所从事的会计，基

本上只是“财务会计”。
所谓“财务会计”，

就是“为财务的会计”，

或“理财的会计”，是

根据企业实际已经发生

的财务活动，所进行的

从凭证到帐簿以至报表

的这种会计。在我们国

家，企业的会计报表要

报送上级主管部门、国家财政税务机关以及开

户银行等有关方面。在资本主义国家，企业的

股东、债权人和政府等企业外部的 利 害 关 系

者，都要求企业及时提供能反映其财务状况的

会计报表。因此，提供这种报表的 “ 财 务 会

计”，又称为“外部报告会计”，也叫“一般

会计”或“公共会计”。
现在，再来讲上面所提到的第二种概念，

即把“财务”与“会计”作为既有密切联系、

又有不同内涵的两个概念来加以探讨。
究竟什么是“财务”、什么是“会计”？“财

务”与“会计”有什么联系、有什么区别？这在

认识上也并不是一致的。有人认为“财务”包

括“会计”，有人认为“会计”包括“财务”，

也有人认为二者的内容都是一样的。
探源究本，“会计”一词出现较早。据马

克思考证，会计原来只是“生产职能的附带部

分”，以后由于经济的发展，才逐渐从生产中

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管理职能。经济越

发展，管理职能的分工越细。现在除会计外，

还有财务以及计划、统计等专门职能。我国历

史记载，从周朝起就专设有担任会计的官吏，

春秋时代的孔子曾经在鲁国管过会计工作，并

说了“会计当而已矣”的话。但一直到解放前，
“财务”这个名词还不很流行。

从机构名称来看，过去大都叫会计科、会

计处、会计股等，工作内容都包括财务；现在

则大都叫财务科、财务处、财务股等，工作内

容都包括会计。
从人员的称呼来看，除科长、处长、股长

随机构名称变化外，一般工作人员过去和现在

都叫“会计”而不叫“财务”，叫“会计师”、
“会计员”，而不叫“财务师”、“财务员”。
国务院颁发的《 会计人员职权条例》，实际上

包括了财务职权。企业建立以总会计师为首的

经济核算体系，包括的范围更宽。
在实际工作中，财务与会计确实很难分离。

因此有的时候，有的场合就二者并提，例如把

有关机构称为“财务会计机构”，把有关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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