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了具有相对独立性、自负盈亏、自主经营的 5 个公

司，产销一条龙的 3 个分厂和 3 个股份制厂，以“断奶

不断粮”的方式，使他们自立门户、自闯市场。1993 年全

厂工业总产值，销售收入首次双过亿。

打破老模式

1993 年，是襄樊市鼓楼商场历史上最红火的一年。

通过股份制改造，商场全年销售额突破亿元大关，达到

11 400 万元，比上年增长 36% ；实现利润 517.11 万元，

比上年增长 104.65% ；商品 税 金 也比 上年增长了

67.26%。

股份制改造，是一项全新的工作，对于长期习惯于

单一所有制的企业必然增加很大的压力，股金本身既

是压力也是动力。鼓楼商场改制，股本金为 3 442 万元，

除国家股 1 242 万元为国有资产折算入股外，其余

2 200万元法人股和个人股均是现金入股。这就逼使企

业决策者千方百计让这笔资金发挥更好的效益。改制

后，商场将 2 200 万元股金全部投入生产经营。其中，向

新大厦投入 2 000 万元，其余 200 万元资金精打细算，

分别投到扩建服装厂，脱办花岗岩板材厂和房屋建筑

基础处理公司等项目中。改造后的服装厂，不仅能生产

衬衣，还能生产高档皮衣、风衣、西服等，1993 年下半年

已扭亏为盈，盈利 5 万元。在资金相当紧张的 1993 年，

鼓楼商场能投入巨额资金扩大生产经营，正是商场抓

住了股份制改造的机遇，合理使用股金的结果。

敢为天下先

襄阳县商业机构自从在全省率先改为经济实体以

来，对内大胆改革，对外积极参与竞争，建立了以总公

司为核心，以 18 个企业为主干的工、商、贸一体化企业

集团，并先后投资 2 000 余万元，在市区兴建了“襄京宾

馆”、“亚细亚商场”等 5 个大型商业网点，经营范围由

原来的工业品、药品、生猪、鲜蛋扩大到机电、燃化、建

材、商办工业等，目前已初步形成了以襄樊为基地，以

南北边贸为两翼，内外结合，批零兼营的态势，显现出

经营活、效益高的局面。1993 年实现商品销售总额

1.73 亿元，比上年增长 20%；上缴国家税利 274 万元，

比上年增长 8.3%；实现利润 131 万元，比上年增长

10.3%。由此，襄阳县商业总公司被省有关部门誉为

“全省商业第一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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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巴中地区汽车运输总公司是 1993 年从原

达县地区汽车运输总公司分离出来，以原巴中汽车总

站为主体新组建的国有中型运输企业，承担着巴中地

区客运和重点战备、抢险抗灾物资运输的重任。过去一

段时期内由于内部机制运转不灵，生产经营出现了较

大亏损。去年 11 月，他们通过认真分析市场行情，找准

了企业亏损症结，对症下药，从转换机制入手，深化企

业内部改革，调动了职工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企业发

展，公司迅速扭亏转盈，迈上了稳步发展的路子。今年

一季度公司实现产值 690 万元，上缴规费税金 91 万

元，实现利润 15 万元，分别占年计划的 34.5% ，22.8%
和 75% ，提前实现扭亏增盈目标。

该公司首先以明确职责、完善制度、落实内部经济

责任制为突破口，重新确立了二级核算原则，明确了总

公司和内部成员单位责任指标和核算办法。总公司为

一级法人企业，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其主要职责是经

营策划、宏观管理和服务收费。各站、队、厂、公司、驾

校、旅馆等为相对独立的二级法人企业，享有经营自主

权。同时，建立了以责任为中心，以权利为条件，以利益

为动力的“责任共担、利益同享”的责利共同体，把总公

司经营责任指标层层分解到二级法人实体，再逐步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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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到车间、科室、班组、车、人。总公司对车站、修配厂、

学校实行“定营业收入，以收养支，定额上缴”，对其它

经营实体实行“定责任利润、超利分成”办法，坚持按月

考核、季度检查、年终结算。各二级法人单位在完成责

任利润和定额上缴任务后的结余部分，由各单位自主

留用。

在明确各法人单位经济责任之后，他们又大刀阔

斧地改革用工、分配制度，把竞争、激励机制引入用工

管理和分配领域。首先在企业推行了全员劳动合同制，

采取定岗、定员、定额、定责的“四定”办法和层层优化

组合、择优竞争上岗方式，对各单位人员进行了重新组

合，上岗职工按岗位与人签订了不同内容的上岗合同，

明确双方的责、权、利以及奖惩考核办法。对总公司的

中层干部和重要岗位管理人员，实行聘任，让能者上、

庸者下，勤者上、懒者让。二是解开职工流动的各种羁

绊，疏通流动渠道，允许二级法人实体之间人员自行流

动，对优化组合后的富余人员准许停薪留职、辞职等。

生产经营所需客车驾驶员和技工一律实行公开招聘，

并准许外部人员租赁公司车辆或挂靠企业合作经营。

三是按精简、高效原则设置内部管理机构，把职能相近

的科室和管理层次繁多的机构予以撤并，使管理人员

和非生产人员比例降到了最低限度。四是废除铁工资，

按不同岗位，实行不同的分配。对驾驶员实行“核定基

数，超利自留”，对保修工实行计件工资制，对站务人员

和服务人员实行“营收计酬、联产计酬”办法，极大调动

了干部、职工的积极性。

接着，他们又大胆探索国有资产的经营形式和保

值增值办法。今年，首先搞了租赁和产权转让试点，租

赁更新车的职工投入三分之一的购车款为第一次租赁

金，由企业投入三分之二的资金加上 15%的年息，分三

年逐月收回，同时每月代国家征收各种规费和税金外，

企业加收管理费、服务费和社会保险费用。租赁后的挂

靠合营协议由公证处公证，确保双方利益。租赁费按

新、旧程度制定，在租赁期内，成本费用均由租赁人和

挂靠人自理。各种车型的车辆租赁期满，产权即发生转

移，承租者全部改为融资挂靠合作经营。全公司 94 辆

客车，已租赁 70 辆，占 75% 。

在深化内部各项改革中，他们从宣传教育入手，加

强对干部职工的思想引导，既抓改革这个硬件，又抓思

想这个软件。每一项改革措施出台时，都采取先弹前奏

曲，再唱主题歌的办法，首先理顺职工的思想情绪，化

解一切消极心理和不利因素，在全公司上下形成共识

时，再稳妥地推行改革措施，从而为改革的顺利实施铺

平了道路。

经济天地

建立 现 代企 业

制 度 主管

部门 怎 么办？

葛俊明

现有的企业主管部门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在高度

集中的计划体制下主要执行组织、计划、综合、考核等

行政管理职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曾发挥过重要作用。

但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与推行，企业将逐渐发展

成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

体和市场竞争的主体。这样，原有的企业主管部门的行

政管理职能已不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了，那么，企业

主管部门究竟何去何从呢？笔者认为，对其进行职能改

造是适应新体制的必然要求，即将其一部分行政管理

职能逐步改造为中介职能。

一、国有资产经营的中介职能

这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国有大中型企业在

进行公司化改造后，可由现有的企业主管部门受国有

资产管理机关的委托，代行一部分国有资产的管理职

能。这既解决了国有资产产权代表的选派、监督、考核

的空缺与难点，又可发挥现有企业主管部门熟悉所属

基层企业资源配置的优势。与以往的管理职能相比，改

造后的管理职能将发生根本变化，以往的管理职能是

凭上下级关系，借助行政命令来实现；而改造后的管理

职能则是以参股、控股的方式即凭借股权、选派产权代

表等资产关系来实现。另一方面，可将现有企业主管部

门发展成自负盈亏、自主经营的产权交易机构，承办企

业产权的整体出售、单项或闲置资产调剂、资产清查和

价值评估、资产拍卖等业务，并为产权单位提供咨询及

信息。

二、税务代理的中介职能

税收调节经济活动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依法

纳税需掌握一定的专业知识，为了不影响国家税款的

正常足额征收，保护企业的合法权益，采用税务代理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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