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天地

管理与技术  

企业腾飞之翅

兰州第三毛纺织厂

兰州第三毛纺织厂是我国

最大的毛精纺综合企业，拥有

固 定 资 产 2.03 亿 元，职 工

6 000多人。主要生产工序采用

国外先进的大型电子计算机控

制系统管理。产品行销全国，远

销欧洲、美国、日本、新加坡、香

港等 10多个国家和地区。

面对近年来纺织行业生产

过剩，市场疲软，效益下滑的困

难局面，我们坚持用改革的精

神抓管理，抓改造，抓调整，提

高企业技术水平，调整经营结

构，促进了企业的发展。从

1987 年到 1994 年，企业 8 年

迈了八大步。工业总产值平均

每年递增 7.01%，销售收入递

增 13.56%，实 现 利 税 递 增

7.8%，上 缴 增 值 税 递 增

14.56%。8 年累计上缴利税

1.75 亿元，等于国家建厂投资

的 6.76倍。连续多年被纺织工

业部评为双文明建设先进单

位，被财政部、人事部评为全国

财会工作先进单位，被甘肃省

评为财政上缴先进单位和质量

效益型企业。

（一）

一个良好的运行机制和强

有力的内部管理是现代企业发

展的重要条件。兰州第三毛纺

厂以强化企业内部管理为纽

带，使厂长的中心作用，党组织

的监督作用，专家的智囊参谋

作用，职工的民主管理作用结

合到了一起，确保了企业的各

项改革措施落到了实处。

在企业经营管理方面，我

们从理顺企业党政关系入手，

按照精简上层，充实基层；精简

党政机关，充实生产一线的原

则，狠下力气，改革机构设置，

理顺管理体制。1988 年，我们

把 44 个科室合并精减为 12 个

处室，2个公司，1 个中心。1990

年，撤并了 9 个处室，增设了 4

个独立经营的公司。1992 年，

对机构又做了进一步的调整。

与此同时，我们还按不同层次，

不同性质，不同类型，对企业内

部各单位实行了多种形式的经

营责任制。并把企业管理的重

点放在班组，通过推行标准化

管理和班组晋等升级等办法，

推动了企业管理机制的转换。

为了使各项制度更加科

学、合理，我们抽调 100 多人，

对全厂的 1 000 多项制度、

2 100多个定额和各项管理标

准，进行了全面的修订和完善。

1990 年，又根据市场经济的要

求，制订了一批综合的和单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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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管理制度，进一步修订了工

作和管理标准。1993 年，在核

实、测算和分析数万个数据的

基础上，又重新审核了定编、定

员、定岗、定责、定工作标准、定

考核办法的“六定”内容，进一

步作了修订和完善。特别是结

合“两则”、“两制”的实施，建立

健全了一整套企业内部管理制

度，在企业内部实行模拟市场

买卖关系的运行机制，使财务

制度渗透到企业生产经营的各

个环节 。

在人事制度上，破除论资

排辈的做法，打破年龄、文凭、

厂内、厂外、固定工、合同工的

界限，搬掉干部的铁交椅，实行

聘用（聘任）制。按照“庸者下，

平者让，能者上”的原则，厂里

先后解聘了 40 多名科处级以

上的干部，破格提拔了一大批

年轻有为的技术干部和管理干

部，还从社会上招聘了 40 多位

“能人”。有 7 个厂级干部和

129 名机关人员到了生产一

线。同时，实行干部任期目标责

任制，通过年终述职、职工代表

大会评议、工人逆向考核等办

法，增强干部队伍的活力。

在用工制度上，我们推行

固定工、轮换工、临时工、合同

工、季节工等多种用工形式。

1992 年起结合实行上岗、试

岗、待岗、待业的“三岗一 待

制”，推行全员合同化管理。厂

里每年都要对全厂职工进行应

知应会和操作考试。考试不合

格，或者上岗期间完不成任务

的职工，培训三个月。培训不合

格，待岗减薪。待岗半年仍无人

聘用的，只发生活费，半年以后

自谋出路。1993 年全厂试岗、

待岗、待业人员有 107 名，精简

富余人员 240 名，压缩非生产

人员 38 名。1994 年全厂又精

简 76 人。

在分配制度上，坚持“岗位

靠竞争，收入凭贡献”的原则，

打破了“大锅饭”，使职工收入

由死变活，由静态转向动态。

1987 年以来，在分配制度的改

革上，先后迈出了三大步。第一

步，实行奖金和部分工资浮动；

第二步，推行全额工资浮动；第

三步，实行工效挂钩全额浮动

的岗位技能工资，使分配进一

步向一线和技术岗位倾斜。目

前，全厂实行了“标米质量计酬

法”、“费用包干分成法”、“工资

利润包干分成法”、“全额计件

法”等 8 种形式的分配办法。织

布分厂曾因分配制度不合理，

一度影响了职工积极性，成了

企业生产的难点。在试行“标米

质量计酬法”以后，产品质量大

幅度提高，职工也得到实惠，平

均月工资提高了一倍多。1992

年，实行岗位技能工资后，进一

步拉大了一线与二、三线、简单

劳动与复杂劳动之间的收入差

距，使一线的最高工资比三线

平均工资高出 2.5 倍。

（二）

企业生存靠产品，企业发

展靠技术。1987 年，我厂在产

品供不应求的时候，坚持从长

远利益出发，把正常生产和技

术改造结合起来，不断提高企

业的装备水平和技术水平。近

几年，累计投入资金 1.2 亿元，

改造了织布、服装、纺纱、羊毛

衫等 10 条生产线，扩建了条染

和后整理生产线，兴建了制条

和针织绒两条生产线。技术改

造不仅没有影响生产，而且在

大搞技改的 1989 年有 10 项指

标还创造了历史最好水平。为

了淘汰性能落后的生产设备，

确保产品上档次，上质量，提高

经济效益，我厂先后筹措大量

投资，引进了具有当代先进水

平的成套设备，建成了 5 000

锭高档呢绒生产专线，使单位

产量和产品质量大幅度提高。

1992 年底又投资 3 400 多万

元，从瑞士引进了具有国际先

进水平的片梭织机，1993 年，

又投资 2 000 多万元，从西德、

西班牙、美国等国引进先进的

后整理设备和服装设备，进一

步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档

次，使毛纺后整理技术达到了

国内一流水平。由于企业总体

技术水平不断提高，目前产品

结构和经营结构已开始由单一

型向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

难度的技术复合型方向发展，

高技术产品已占生产总量的三

分之一左右。

在加强设备更新、技术改

造的同时，我厂还努力创造条

件，实行现代化技术管理。我们

投资 180 多万元，从美国引进

了高技术、多回路、大容量的大

型电子计算机集散控制系统，

使条染、匹染、洗呢、煮呢、蒸

呢、空调等关键工序实现了电

子计算机群控。仅染色等三个

项目，年创经济效益 400 多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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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收清过去拖欠的各种借款、欠款，使帐与帐、帐与钱、帐与物

等全面相符，不留尾巴。

2.从全乡选调 1—2 名业务熟悉、作风正派、能秉公办事的同志充实加

强乡镇经管站的力量，站内设站长、会计、出纳各一名。具体负责全乡（镇）

的集体财务的收支、管理和审查以及帐目记载、零用金支付、村干部工资发

放、资金融通等业务；村选好经管员（相当于过去的会计、出纳），具体负责本

村各项收支登记、零用金保管、收入上交、报帐结算等业务。村经管员实行

误工补贴。

3.搞好帐目移交和结帐管理。村里把清理好的帐目交到乡镇农经服务

站，把现金交给乡镇基金会，资金多的可向基金会入股，资金少的作为代管

资金代管，各村设立一本现金帐，进行流水登记，农经服务站按照农村会计

核算要求，设立一套财务帐。各村每半月或一月定期到乡镇交帐结帐一次，

乡镇农经服务站按季度或半年将各村发生收支业务逐步进行公布，以利群

众监督，年终则按帐面进行收支结算和分配转帐。

4.制订严格的开支审批制度。村成立“财务开支监督审核小组”。小组

成员由现任村支书或村长、已退职并有一定威信的老干部、一名村民小组

长和一群众代表组成。日常开支由村支部书记或村长一支笔审批。超过限

额的由监督小组集体研究决定。大额开支由村向乡（镇）报批。为了加强监

督，防止坐收坐支，乡镇成立了审计委员会，按季度进行审计，向群众张榜

公布。  （责任编辑  李海南）

元。这些项目都已通过国家鉴

定，被认为在国际纺织工业上

具有独创性和领先水平，获得

了纺织工业部和甘肃省现代化

管理和科技成果奖。1993 年，

我厂又投资 200 多万元，从国

外引进了毛精纺产品计算机仿

真设计和最佳配色系统等，投

入使用后，大大提高了企业的

产品设计水平，杜绝了色差，而

且产品设计时间由原来的三个

多月缩短到十几天，改变花色

品种仅需几十分钟。

（三）

一个企业的发展，产品结

构合理与否至关重要。特别是

在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市场需

求日新月异的今天，适时调整

产品结构，是提高企业竞争能

力的关键所在。

基于这种认识，兰州第三

毛纺织厂通过狠抓市场信息、

产品设计和缩短生产周期三个

环节，落实产品开发经济责任

制，充分发挥技术优势，使产品

开发做到一周见小样，一月进

市场，平均一天半开发一个新

产品。同时，把质量作为产品的

生命，强化全员、全面、全过程

的质量管理，使质量综合一等

品率逐年提高。为了提高产品

在国外的竞争能力，我们坚持

使产品向系列化、多样化、国际

化方向发展。到目前为止，仅精

纺呢绒产品就有 28 个系列，

3 000多个品种，10 000 多个花

色。1994 年我厂设计的一个全

毛高档新产品，一面市，就引起

了同行业的重视，全国 20 多个

厂家都纷纷研制生产。

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兰

州第三毛纺织厂坚持立体经

营，全面发展，不断调整企业的

经营结构，制定了“三个三”的

发展战略。即产品经营上拓宽

“三条龙”（毛精纺面料——服

装一条龙，针织绒——羊毛衫

一条龙，纺专器材一条龙）；经

营格局上采取科、工、贸“三位

一体”；经营目标上实现“三个

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产品出

口，三分之一内销，三分之一深

加工）。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我

厂在全国各地建立了 50 多个

销售中心和 10多个办事处，并

在兰州闹市区建立了“三毛商

业大厦”。为使产品能直接走向

国际市场，还在瑞典的哥德保

设立了分公司。同时，我厂还成

立了毛纺研究所，建立了电子

计算机中心和自动化工程公

司。我厂已形成了科工贸一体

的大纺织新格局，既做产品生

意，又做技术生意和其它生意，

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使企业的

经营向多渠道、立体化的方向

发展。

为了更好地发展规模经

济，我们联营了桃源修布厂、东

川橡胶厂等几个集体企业，兼

并了兰州毛针织厂，又出巨资

购买了兰港毛衫有限公司其他

几个股东的全部股份，成立羊

毛衫厂，作为我们的全资子公

司。同时，积极吸引外来资金，

与广东纺织品公司、澳门顺明

有限公司合资，准备建立年产

100 万件生产规模的服装厂，

提高企业的规模效益。

（责任编辑  吴春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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