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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为应对金融危机 ， 许多企业管理者采用裁员、 减薪等手段压缩成本 ， 降低费用 。 这些措施在短时期 内是

  

有效的 ， 本文主要讨论如何从长期的角度顺利渡过这场旷 日持久的危机 ， 更需要采取一些策略性的管理手段和工具 ， 并

  

通过一 系列行之有效的成本管理措施让企业能够化危为机 ， 竞争力得以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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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虐全球的金融海啸已从金融领域蔓延到实体经济 ，

  

单一的金融危机正逐步演变成一场经济危机 。 受危机的影

  

响 ， 许多企业外部销售急剧减少 ， 内部成本居高不下 ， 绎

  

济效益大面积滑坡 ， 采取哪些有效手段规避金融危机是当

  

前所有企业的重要课题 。

  

竞争的裁决 ， 这对实施不久的 《反垄断法》来说也是一

  

个很好的案例 ， 进一步丰富了我国反垄断法的理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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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我国 《反垄断法》的对策

 

 3.1

  

明确细节信息的披露要求 ， 加大信息披露的力度

      

《反垄断法》立法比较粗糙 ， 法律上也没有明确一些

  

细节信息的披露要求。 持续了几个月的审查 ， 仅有几次信

  

息披露是远远不够的。 商务部禁止经营者集中的公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公告 2009 年第 22 号）全文不到

 

 1800 个字 ， 没有公布相关市场是如何界定的； 没有说明

  

经营者的市场份额是多少 ， 以及控制力如何 ； 没有说明市

  

场集中度到底如何 ； 没有说明市场上有哪些竞争者 ； 没有

  

说明果汁市场的进入门槛到底有多高。 总之 ， 所有关键的

  

信息都没有披露。 因此 ， 对于社会大众和其他专业人士来

  

说 ， 无法判断商务部的结论是如何得出的。

 

 3.2 出台 《反垄断法》配套法规 ， 明确相关概念和具体

  

程序

      

我国 《反垄断法》出台后 ， 其配套法规还很不完善。

  

国务院于 2008 年 8 月 4 日公布了 《国务院关于经营者集中

  

申报标准的规定》， 但仅对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作了规定 ，

  

而包括申报的程序 、 审查的程序和标准等问题均未明确。

  

所谓经营者集中 ， 是指以取得企业财产权和经营权为目的

  

的合并 、 股票买入 、 营业权买入等活动 ， 其实质在于控制

  

权的取得 ， 实践中最常见的方式是企业并购 。 企业并购对

  

经济的影响是双重的：
一方面 ， 并购可以实现规模经济 ，

  

提高生产效率； 另一方面 ， 某些并购可能会损害相关市场

  

中的有效竞争 ， 因此 ， 在市场经济中对并购活动进行控制

  

是必要的。 按照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的做法 ， 对并购的控

  

制体现在各国的竞争政策或反垄断政策之中， 与控制企业并

  

购的法律条文相配合。 《反垄断法》的配套法规亟待完善。

 

 1

  

成本否决制度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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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否决是现代企业与市场经济接轨的力举

      

实行成本否决 ， 把市场机制引进企业内部 ， 形成模拟

  

市场 ， 从而实现了企业内部与外部均为市场经济规则运行

 

 3.3 借鉴国外做法 ， 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竞争政策

      

以美国为例 ： 美国司法部颁布的企业并购指南不是法

  

律 ， 但是它体现了美国各届政府的竞争政策 。 通过指南 ，

  

人们可以预测到什么样的企业并购可能会受反垄断机构的

  

干预 ， 加之指南所确定的标准较为具体 ， 因而更具有实践

  

意义 。 美国的企业并购指南 自 1968 年始历经 1982 年 、

 

 1984 年和 1992 年 i 次重大修改。 1992 年指南是在总结

 

 1982 年 、 1984 年指南经验的基础上所作的进一步完善并

  

延续至今 。 美国的反垄断法关于企业并购控制标准在成文

  

法上是规定得较为严格的 ， 并且在发展过程中也未作较大

  

改变 。 但美国的企业并购指南和司法判例自20 世纪 50 年

  

代以来却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 总体上经历了一个从严到松

  

的过程 。 究其原因 ， 根本在于适应美国经济发展和增强国

  

际竞争力的需要 。 我国可以借鉴美国的做法 ， 颁布经营者

  

集中指南 ， 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竞争政策 ， 与 《反垄断法》

  

及其配套法规相配合共同发挥作用 。

      

参考文献 ：

     

 [1]王晓哗 ， 企业合并中的反垄断问题 [M] ． 北京 ： 法律出版

  

社 ． 1996 ．

     

 [2]漆彤 ． 跨国并购的法律规制 [M] ． 武汉 ： 武汉大学出版

  

社 ， 2006 ．

     

 [3]王 中美 ， 并购与反垄断 [M] ． 上 海 ： 上海人 民 出版

  

社 ， 2008 ．

     

 [4]商务部条法司 ， 中国企业并购反垄断审查相关法律制度研

  

究 [M] ． 北京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2008 ．

     

 ^~ 、…一

   

 [收稿日期]

   

 2009  -  05  -  Ol

   

 [作者简介] 林婧婧 （1983- ）， 女 ， 浙江温州人 ， 解放军南京

  

政治学院军事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 武警医学院政治理论教研室教

  

员 ， 研究方向： 国际武装冲突法 。

 

 2009.6  Hl41

  

ChaoXing



会计实务

  

学术论丛

 

 2009 耳第26 期 （总第537 期 ）

  

的一致性 ， 均按照价值规律办事的客观性 ， 形成了内外一

  

致的市场经济氛围。

 

 1.2 成本否决是现代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的
“

良策
”

      

实行成本否决权 ， 建立模拟市场机制 ， 即抓住了降低

  

产品成本 ， 提高产品质量 ， 从而提高企业经济效益 。 无论

  

是关 、 停 、 并 、 转的亏损企业 ， 或是经营蒸蒸日上的赢利

  

企业 ， 采取成本否决都会提高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自强 、

  

自立 、 成功的能力 ， 对各类企业都有不同的特效 。 因此 ，

  

抓住提高产品质量 、 降低产品成本 、 采取
“

成本否决权
”

  

是行之有效的务实策略。

 

 1.3 成本否决是现代企业增强全员成本意识

      

体现了全心全意依靠职工办企业的思想 ， 实现了主人

  

翁地位的责任与义务的统一
。 职工是企业生产经营的主要

  

承担者 ， 企业的一切问题 ， 归根结底是人的问题 ， 是职工

  

积极性的问题。 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必须使职工的责 、 权 、

  

利相统一
， 使职工当家做主具体化 ， 企业的职工与企业命

  

运同舟共济 ， 共渡难关 ， 充分发挥出职工的积极性 、 主动

  

性和创造性 、 对企业的高度责任心 ， 使职丁从中深切地体

  

会到
“

厂兴我富 ， 厂衰我贫
”

。

 

 1.4 成本否决是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举措

      

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形势下 ， 企业的竞争都表现为

  

产品质量的竞争 ， 而同等质量的产品又取决于成本的高

  

低 。 产品在生产过程中采取质量成本双否决权 ， 为产品质

  

量的上升 、 费用的下降提出了可供实施的措施 ， 这样从商

  

品物质属性和价值量化 ， 从生产经营中物流和资金流向两

  

个方面规范了企业的行为。 二者相互制约 ， 相互强化 ， 从

  

而为企业走上质量效益型道路找到了一条可行之路。 所以

  

企业必须走向市场 ， 抓住这个环节就抓住了企业深化改革

  

的根本。 这样 ， 企业的生产要围绕市场需求组织 ， 企业的

  

产品要在市场上找出路 、 见高低 ， 企业的经济效益也要通

  

过市场销售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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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成本否决制财务管理的具体措施

 

 2.1 从改革内部成本考核价入手 ， 把企业生产分厂 （车

  

间）推向市场

      

长期以来 ， 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 ， 企业内部成本考

  

核价既定得偏高又非常滞后 ， 因此 ， 与市场价格严重脱

  

节 ， 隔断了生产分厂 （车间）与市场的联系i 造成生产

  

分厂 （车间）按内部成本考核价搞核算有赢利 ， 而企业

  

按市场价销售出去却发生亏损 。 企业这条大船在市场经济

  

汪洋大海中被惊涛骇浪冲击得摇摇晃晃 ， 而生产分厂

  

（车间）这些小船在避风港内却过着四平八稳的舒服 日

  

子 。 要想改变这种状况 ， 必须从改革内部成本考核价人

  

手 。 把生产分厂 （车间）推向市场经济的大海中 ， 让它

  

们也经受市场竞争的考验。

 

 2.2 狠抓关键 ， 从对比分析入手 ， 反复测算制订先进管

  

理的目标成本

      

目标成本要制订得既先进又合理 ， 就必须做大量艰苦

  

细致的工作 。 首先要搜集大量的数据资料 。 与先进单位

  

（本厂拟定的赶超对象）对比 ， 找出自己的差距 ， 差距就

  

嘲 422009.6

  

是潜力 ， 把潜力挖m 来就是效益 。 其次在掌握数据资料的

  

基础上 ， 进一步掌握本单位与对方生产设备条件 、 技术水

  

平 、 物资供应状况 、 劳动组织 、 工人素质等方面有何异

  

同 ， 做到知已知彼 。 在此基础上 ， 就可以市场销售价为基

  

础 ， 采取
“

倒算法
”

，

一个分厂 （车间）一个分厂 （车

  

间）的 、

一个品种一个品种的挖掘其潜在效益 ， 经过反

  

复测算 ， 试算平衡确定其 目标成本。 做到赢利产品多赢

  

利 ， 亏损产品不亏损 ， 使分厂 （车间）的 目标成本和 目

  

标利润能确保企业总的目标成本和目标利润 。

 

 2.3

  

明确责任、 层层分解落实指标

      

目标成本确定之后 ， 如何保证这一目标的实现是摆在

  

企业面前的一个大问题。 解决这一难题的唯一方法就是进

  

一步明确责任 、 将产品目标成本中的各项指标层层分解落

  

实到分厂 、 车问 、 班组 、 岗位和职工个人。 把市场竞争的

  

压力转化为企业全体职工的压力 ， 让人人肩上有指标 ， 人

  

人都来关心成本 ， 以使企业内的每一个环节都承担降低成

  

本的责任 ， 实现全员 、 全方位的成本管理 ， 把市场压力及

  

涨价因素消化于各个环节 。

 

 2.4 严格考核 ， 实行成本否决

      

目标成本分解落实后 ， 可通过层层签订承包协}义、 联利

  

计酬 ， 把分厂 、 车间 、 班组 、 岗位和职工个人的责 、 权 、 利

  

与企业的经济效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 将部门和职丁个人的

  

全部奖金与目标成本指标完成情况直接挂钩 、 严格考核。

      

在考核方式上 ， 首先可按月考核 ， 累计计算 。 比如说

  

当月虽没完成 ， 但由于前几个月成本降低幅度大 ， 累计仍

  

完成了 ， 就只扣发成本奖 ， 不否决其他奖金 。 如果当月没

  

完成 ， 累计也没完成 ， 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实行成本否决。

  

在成本否决时 ， 决不迁就 、 不照顾 、 不讲客观原因。 其次

  

是分品种下达单位成本指标 ， 按总成本进行考核 。 为了便

  

于考核和防止生产多种产品的分厂成本费用在各品种间乱

  

分摊 ， 人为调节 ， 按不同品种分别制订和下达单位成本指

 

 f ， 按总成本进行考核 。

 

 2.5 加强分析预测 ， 参与企业经营决策 ， 当好领导参谋

      

在过去经济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 ， 企业以生产为中

  

心 ， 先干后算 ， 财务管理是马后炮 。 现在金融危机波及全

  

球 ， 企业应以管理为中心 ， 先算后干 ， 财务管理要为马前

  

卒 。 财务人员应发挥自身的作用 ， 在企业的发展中献计献

  

策 ， 提出改进意见和措施 ， 促进经营管理
一

r 作 ， 不断提高

  

自身的管理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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