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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清仓利库工作提高企业管理水平  

王向东，曹建煦，孙春苗  

（济南钢铁集团总公司 材料处， 山东 济南 250101）  

摘 要： 济钢材料处在清仓利库工作中，改进工作流程，通过采取制定材料供应的各种管理制度、 科学

地安排和组织、完善帐物一致、物流明晰的基础数据等一系列具体措施，清理了家底，增加了 流动资金，

提高了管理水平，为进入ERP管理系统、开发供应链物流管理系统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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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king an Inventory of WarehousesIncreasing Enterprise's Management Level 

WANG Xiang-dong, CAO Jian-xu, SUN Chun-miao 

(The Material Department of Jinan Iron and Steel Group, Jinan 250101 , China) 

Abstract：Through adopting some specific measures, included working up several management 

system for material supply, same account as material, and scientific organization and arran 

gement, etc, the material department of Jigang has a clear resources in the work of making an 

inventory of warehouses.The result is increasing circulating fund and raising the managemen t 

level. This work provides the basis for supply management system of material and into ERP 

managemen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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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清仓利库工作具体是指在企业经营管理中，为进一步降低成本，强化管理，盘活资产，合理降低物资储

备，降低库存占用，对原料、材料、产品、设备、备件及低值易耗品进行清理。 

 目前，国有大型企业特别是在国有大型资源性企业中，废旧、积压材料的大量累积和浪费已经成为一个

相当普遍的问题，这一现象的形成有着多方面的原因：（1）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弊端所带来的影响。在计

划经济体制下，为了完成国家和有关领导部门所下达的产量的硬性指标，保证生产计划的完成，在材料供应

方面做到“有备无患，供应充分”。（2）由于对市场需求形势或者自身生产能力估计失误、工作责任心不

强、责任追查制度不完善、备料时间短等原因造成计划不准，“采购部门多购、多储，用料部门多领、多

用”的现象经常发生，因而造成材料的积压和浪费。（3）由于工程设计变更或者大、中、项修修理和技改

工程方案的变化所形成的材料积压。（4）由于企业之间复杂的三角债关系所形成的呆账、坏账等现象的存

在，以及公司进行清欠顶帐回来无法使用的材料。废旧、积压材料的堆积占用了库存和流动资金，消耗大量

的管理人力和管理费用，给企业提高效益和管理水平带来了障碍，因此开展清仓利库工作意义重大。 



2 改进工作流程  

  为了科学、合理、有效地开展清仓利库工作，济南钢铁集团总公司材料处（简称济钢材料处）开发出了

科学、实用、可操作性强的清仓利库工作流程。该工作流程具有简化工作程序、符合效率原则、易于推广实

施的特点，具体内容见图1。工作流程强调各个部门间的联系和合作，由济钢纪委监察室、材料处、财务

处、企管办、各用料单位等各个环节组成。 

图1 废旧积压材料回收及处理工作流程 

3 清仓利库工作的具体措施 

3.1 完善制度，严密组织 

3.1.1 制度的改进和完善通过改进和完善对用料单位供料点和现场材料的管理办法，完善材料供应的定限

额管理办法，完善对供料点的监控管理办法等相关的材料供应专业管理制度等，使清仓利库工作制度化、规

范化。 

3.1.2 科学的组织和安排清仓利库工作分为三个阶段进行，同时明确规定各个阶段的起止时间及主要任

务。第一阶段：各用料单位集中清理和上报；第二阶段：具体负责部门进行废旧、积压材料的回收、整理和

存储；第三阶段：对回收材料进行处理，包括内部利用、对外销售、冲减成本、奖罚考核等。加强领导，集

中人力、物力，在各生产单位的大力配合下保证回收有序进行。（1）成立专门工作和检查小组，具体细分

为执行组、信息组、效能检查组等职能小分组，负责全面组织、实施材料的清仓利库工作；（2）分厂制定

下发相关的文件，对工作开展的范围、重点、方法、步骤、时间及要求做出明确部署，落实到相关的责任

人；利用各种会议，宣传、部署清仓利库工作；定期召开协调会议，通报工作进展情况；定期进行检查，并

贯彻实行责任追查制。 

3.2 完善基础数据  



  准确的基础数据是企业管理成功运行的一项非常关键的因素，特别是在进行清仓利库的工作过程中就显

得尤为重要。应保证基础数据的准确、完整和及时，以求真正摸清家底。 

3.2.1 明确对数据的要求，要求材料使用单位上报的表格必须标明名称、图号、型号、单重、计量单位、

库存数量，帐物一致，物流明晰。负责材料回收具体工作的部门应当在对回收材料按照品种、规格、质量分

类计量后，分类保管、记账，严格按程序入库。 

3.2.2 对材料使用单位提报的计划要严格审核，逐级落实，采取自查、全面检查、不定期抽查等方式，杜

绝虚报、瞒报、漏报等问题。对需要现场回收的资料，由生产建设单位将信息反馈给材料回收具体工作的部

门，由这个部门派出专业人员到现场确认后,材料才能入库。 

3.2.3 正常储备的物资重新建帐立卡，分类管理，达到帐卡物相符。进一步加强现场、机旁备料管理，定

置定位，明确管理负责人，完善发放记录，设立明显标示。结合成本考核、定额管理，进一步规范物资储存

管理制度。对清点出的积压、废旧物资造册建帐，平衡调剂。 

3.2.4 在确定回收材料的残值、折扣价值，冲减生产成本和事后进行奖罚考核时，应当参照材料的完整

性、保养程度、使用期限，从科学、专业、严谨的角度进行准确测量和估计。 

3.3 保证各环节的配合和顺畅  

  为避免各环节衔接不当而产生的滞后、脱节等效率低下问题，应做好各环节的配合和衔接，如图2所

示。 

图2 各环节的配合和衔接 

3.4 执行效益最大化原则 

3.4.1 加大清理和回收力度，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摸清家底，实事求是，不留死角，回收以实物为准，建

立帐目，冲减成本。回收时，生产单位和负责材料的有关部门应做好实物和帐目的交接。 

3.4.2 对清理回收的材料要发挥全面计划的作用，坚持“先内部调剂使用,再优先子公司，最后社会销

售”的原则。 

3.4.3 在处理回收材料时，与市场经济体制相接轨，执行随行就市、以质定价的原则。完善运行机制，建

立废旧、积压材料处理的合格分销商渠道，以销售效益的最大化和处理的快速化为目标，处理工作按采购形

式，采取公开竞标，总量捆绑，比价销售等形式，形成材料管理“一进一出”的良好管理闭环。 

3.5 充分运用宣传手段  



  为配合活动的顺利开展，采取多种形式的宣传手段。如定期出版《清仓利库简报》等刊物，并及时下发

给相关单位和人员，通报阶段性工作成果，方便各单位沟通、交流信息和经验。 

3.6 严格考核  

  为利于清仓利库工作，结合经济责任制，制定权责明确、利益直接的考核制度。 

3.6.1 在奖励机制方面，济钢按照回收处理总金额的3%～5%提取奖励。 

3.6.2 在责任追查制方面，规定对新形成的积压材料，相关部门必须书面说明产生积压的原因，明确责

任，并且按照材料原值的10%扣罚相关的责任单位；同时对各用料单位的材料使用情况进行不定期监督和检

查。 

4 结语  

  清仓利库工作清理了家底，盘活了由于种种原因造成积压的材料，增加了流动资金，降低了生产成本；

进一步强化了管理，降低库存场地、人力和资金占用，向资金运营要更大的效益，完善了现代化的供应链物

流管理系统；调控了存货结构，有利于深化“零库存”管理，更有效地实施即时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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