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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企业完善全面预算管理

王金凤  别晓彬  贺旭玲■

（一）加强定额信息积累，为全面预

算编制提供基础

消耗定额是预算编制的基础，其准

确性直接影响到预算的科学性。在煤矿

日常工作中，应要求各部门尤其是一些

辅助业务部门，如机修厂、供应科、煤销

科、供电公司等，注意基础信息的积累，

加强对各类活动消耗定额的收集、补充

和修订。例如机修厂应筛选出合理的日

常维检、大修、外委等所耗费的零配件、

人工数、机器工时和其他零星费用，剔

除掉窝工、材料浪费等无效作业所耗的

成本费用，从而为预算编制提供切实参

考。除此之外，在编制预算时，至少应

依据过去三年定额信息的统计资料，然

后考虑未来年度煤矿所处外在环境的变

化、产品需求季节性变化及均衡生产的

需求、竞争形势等因素，确定未来一年

或更长时间各指标的估计值范围。

（二）规范预算编制流程，加强上下

沟通

预算编制过程中，预算管理小组应

向员工（包括一线的煤炭生产工人）传达

预算编制的必要性、重要性以及对他们

个人利益的影响等，并考虑进行全面预

算编制前的培训，最终通过考核政策的

完善让员工真正参与到预算编制中，确

保全员参与预算编制。

为了保证预算编制过程上下沟通的

顺畅，应充分调动各单位预算员的积极

性，促其亲临工作现场，听取每个工作人

员的意见，将各个单位实际运营过程中

所耗的料、工、费等都如实准确地核定

出来，并根据各部门的实际情况和对未

来的预测进行相应的调整。各部门预算

员应做到充分协调好本部门与上级部门、

本部门内部各岗位各员工之间的关系。

（三）综合运用多种预算编制方法，

层层分解落实预算目标

明确预算总目标并进行层层分解，

将任务从煤矿到各业务科室直至落实到

每个具体岗位和员工。在分解各级预算

目标时，应努力做到两个细化：一是工

作细化，二是时间细化。例如对于综采

队和掘进队应尽量做到每个部门、每位

员工由季到月、由月到天的所有日常的工

作，都尽可能有预算来指导。

同时还要选择合适的预算编制方

法。煤矿自身即为成本中心，再加之集团

公司对下属煤矿采用的是集中管控模式，

所以应采用滚动预算或弹性预算等方法

编制业务经营预算、成本预算，对于其

他预算则可以综合各种预算编制方法进

行。例如可以采用固定预算对占到原煤

(焦煤 )、洗煤成本近一半的职工薪酬等

固定费用进行预算编制，采用零基预算

对煤炭企业生产环节所需的固定资产构

建支出进行预算编制等。这样既能保证

预算编制的科学性，也能顺应煤炭行业

的特点及外在环境的变化，更好地发挥

预算的控制作用，使未来的预算评价和

考核建立在更加客观可比的基础上。

（四）合理划分责任中心，完善预算

考核制度

可以通过预算考核来激励预算责

任主体、单位或中心，主动地“跳起来摘

苹果”，从而较好地解决预算责任主体

与制定预算目标的高管层之间在成本费

用基数确定中的博弈问题。对于预算的

考核应从两个方面进行，即节约奖和多

报惩，这样可以督促各部门认真对待预

算编制、认真执行预算。具体奖惩应遵

循的原则是“各报基数，算数平均，多报

罚，少报不奖，节约奖”，奖惩比例不是

唯一确定，确保节约的责任主体获得一

定奖励，并且当预算责任主体年初自报

数与年终完成数完全吻合时所获得的奖

励最大。除此之外，对于预算外的支出，

在预算编制过程给予充分考虑的前提

下，尽量避免人为偶然支出，如果一旦

发生，也应并入预算内统一考核，使各

责任主体相应承担额外支出的责任，促

使各部门今后能准确上报预算、认真执

行预算。

（五）做好煤矿预算编制与执行结

果的差异分析和监督

全面预算的编制是为管理层提供决

策支持的，如果预算编制完成后束之高

阁，将失去其价值。煤矿预算管理委员

会应根据预算考核对象的重要性，安排

预算执行情况的考核时间。对主要业务

单位例如掘进队、综采队、洗煤厂等可

以按月考核；对辅助业务单位，如机修

厂、供电公司、动力科、皮带队、供应科、

煤销科等可以按季度考核；对一些管理、

服务部门，如劳人科、技术规划科、企

管办、矿办、职工食堂等可以半年考核

一次。这样可以在预算管理委员会人数

不多的情况下统筹安排预算考核工作，

对预算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包括预算本身

的问题进行分析，找出问题存在的根源，

为管理者经营决策提供支持。此外，全

面预算编制、执行得合理与否，需要有

一个相对独立的部门参与监督，应该赋

予内部审计部门充分的权利，让其尽量

广泛参与到煤矿生产经营的每个环节、

每项活动包括预算活动，让其真正发挥

内部监督、评价、鉴证的职能。

（本文系山东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山东省

上市公司经营业绩与公司治理效率的相关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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