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场商品持有者预期行市变化不利时，为逃避风险而可

能舍弃眼下持有该现货的某种需要，而不顾一切地抛

出现货，大家都这样做，就势必造成现货市场的抛售风

潮，加剧市场的暴跌。如果拥有期货操作手段，一些现

货持有者就不必急于抛出，从而一定程度地减轻市场

抛售压力。这就是以期货的风险管理功能、价格公正形

成功能以及期货交易的保证金性能为依托的市场整体

稳定功能。

期货交易以反向买卖进行差额结算，对交易者双

方来说，都不需准备相应的交易商品（已有商品，并为

此商品的保值避险而进行期货交易的情况除外），因而

又具有商品的代保管和代储藏职能，进而具有低成本、

快速成交的高效率交易功能，并因此吸引大批投资者

参与市场交易。

四、活跃现货交易的作用。从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

的关系上讲，由于期货交易具有保值避险的机能，因而

它还 可以调节现货市场供需关系，稳定现货市场，促进

现货市场交易的顺利进行。例如，某承购商承购包销了

某种现货债券，在他开始面向一般投资者推销之前或

完成分销任务之前，就可以同时利用期货手段使手持

债券的未来销价事先确定在一个合适的水平。这样，承

销商就不用担心在债券售出前发生价格下跌而使自己

受损。也就是说，期货市场的存在，可以使许多投资者

敢于积极持有现货，敢于进行现货交易，从而增大现货

市场交易量及其流动性。而且，从价格形成上看，期货

市场价格对现货市场未来价格的走势也有引导和信号

作用。

经济天地

转换机制  提高效益
——鹰潭市磷肥厂 1992 年搞活企业的几项措施

张林川

近几年连续保持了省级先进企业称号的江西省鹰

潭市磷肥厂，是一户全民所有制中型企业，现有在职职

工1 050人，在鹰潭市企业中属上缴税利大户之一。

1992 年，该厂努力克服市场疲软、多种原材料提价等不

利因素，使生产经营更上一层楼，全年完成工业总产值

3 749万 元，为 年 度 计 划的 107.11% ，比 上 年 增 长

9.11%；实 现 税 利 256.9 万 元，为 年 度 计 划 的

123.61%，比上年增长 21.75%；全员劳动生产率达到

35 700 元，比 上 年 提 高 12.41 %；资 金 利 税 率 为

10.72% ，比上年增长 15.4%。

一、深化改革，转换经营机制

为了搬掉干部的铁交椅，该厂首先在厂部机关进

行了人事制度的改革，在充分发动群众的基础上，经过

定编定员、测岗评岗、民主考核、自报志愿、竞争上岗等

程序，使厂部机关由原来的 24 个科室精简合并为 1 7

个，机关干部由原来的 104 人精简至 73 人，并逐步实

行了干部能上能下的竞争机制。在此基础上，又对车间

生产工人进行了优化劳动组合，实行竞争上岗的办法，

使全厂完成了人事制度的改革，提高了工作效率。

在收入分配上，该厂从 1992 年 3 月开始，将每个

职工月收入的 50%进行浮动，每月考核各生产单位的

生产情况及经济技术管理指标的完成情况，由此决定

其浮动收入的多少，并规定经济效益好而增发的浮动

工资原则上不封顶。在一次分配的基础上，各单位再按

工种、岗位划分档次，将工资收入与职工的贡献大小挂

钩，实行“二次分配”后，从而减少了铁工资含量，较好

地体现了按劳分配的原则，极大地调动和激发了职工

的生产积极性。

在实行劳动、人事和分配制度改革的过程中，该厂

本着“积极稳妥”的原则，充分依靠和相信群众，大力做

好安置工作，使改革落在实处。为了尽量照顾一些做过

积极贡献的老职工的利益，以及安置好竞争上岗后出

现的富余人员，该厂制定并实施了《职工厂内退养规

定》和《妥善安置厂内富余人员规定》等配套措施，稳定

了职工思想。

为了有效地促进企业经济效益的增长，加速资金

周转，该厂于 1992 年开始实行厂内银行管理办法，并

逐步强化管理工作，规定厂内基本经济活动要经过厂

内银行，把银行的监督、控制、信贷、结算等职能和手段

引入企业内部。厂内银行运行后，收到了明显的效果：中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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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理顺了厂内各单位的经济利益和经济关系，提高

了大家对经济核算和经济效益的认识，二是提高了各

生产经营单位及部门的资金周转率，保证了赢利产品

对资金的需求；三是使各管理部门的定额费用在使用

过程中更具有计划性，避免了不必要的浪费；四是节约

了支出，1992 年在产值、税利比上年增长的同时，企业

管理费则大幅度下降，在增收节支上收效显著。

同时，该厂对发展第三产业也进行了大胆的尝试，

成立了第三产业总公司，下辖几个分公司，即生活服务

公司、物资经销公司、运输服务公司、建筑装潢和设备

维修安装公司等，使企业既可以对内服务，又可以对外

经营，增强了企业活力，提高了创收能力。

二、坚持科技兴厂

1992 年，该厂紧紧依靠科技人员和广大职工积极

推进以新产品开发、技术改造、新技术运用、产品创优

等为主要内容的技改工作，取得了产品开发快、经济效

益增长快、企业后劲增强的可喜成绩，初步改变了技术

落后、产品单一的面貌。一是投资 46 万元，于 1992 年

10 月中旬顺利地完成了氨基酸 10 吨技改配套工程，该

生产线产量在 11 月份就突破了一吨大关，获得产值 80

多万元，税利 20多万元。二是根据市场需求，植革分厂

及时研制出了三种新潮植绒布，这些新产品在市场上

十分畅销，1992 年植绒系列产品完成产值1 090万元，

创税利 106 万元，分别比上年增长 62.2%、10.4 %。三

是发动职工群众积极开展“主人翁技术攻关活动”，向

科学技术要效益。在厂工会的组织下，技术攻关共获得

31 项成果，都受到了厂里的表彰或奖励，创经济效益

30 多万元。四是开展了岗位练兵、技术比赛活动，全厂

有 36 个工种、291 人参加了这一活动，有效地提高了工

人的技术水平。

三、加强质量管理

为了提高产品质量，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和产品竞

争力。1992年该厂从多方面采取措施，努力加强质量管

理。一是从提高职工的质量意识着手，利用广播、墙报、

标语、会议等多种形式大力宣传，使广大职工牢固地树

立了质量第一的思想，从而使“质量在心中，质量在手

中”成为广大职工的自觉意识和行动。二是党政工团齐

抓共管，不断完善质量保证体系，不合格产品不准出厂

销售，并把产品质量管理和考核列入经济责任制中，实

行质量一票否决权的管理办法，严把质量关。三是严格

了工序管理，主要产品的工序管理达到 90%以上，有力

地保证了产品质量。为植绒车间在人造革上植绒时，由

于加强了对落毛工序的控制，使产品合格率由 70%左

右提高到 90%以上。四是开展了群众性的全面质量管

理活动，全厂成立了 16 个 Q C 小组，获 Q C 成果 13项，

这些成果运用于生产后，提高了产品的产量和质量，降

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企业的经济效益。

简讯·书讯·文摘
简讯  

一条建议 值千 金

王学坤

云南省大姚县金碧镇财政所，积极发挥职能作用，

当好党委、政府的参谋助手，建议大力发展乡镇企业，

使去年全镇财政收入首次突破 200 万元，一举消灭了

多年的财政赤字。

1992 年初，金碧财政所从实际出发，经过认真分析

研究后，向镇党委呈交了《金碧镇经济发展思路草案》，

建议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以城区建筑业为龙头，以打入

国际市场的小把粉丝为拳头，以烤烟生产为支柱，大力

发展乡镇企业，从而带动全镇经济的发展。镇党委、政

府采纳了这个建议，将金碧镇建筑公司作了扩充，由原

来的 300 名工人增加到1 800名工人，又增设了隶属公

司的两个企业。一个是建材供销公司，去年 8 月 1 日正

式营业，到年底销售收入已达 280 万元，实现利润 2万

元；一个是年产 200 万块砖的砖厂，今年 5 月正式投产

后，产品供不应求。同时，针对金碧小把粉丝畅销国内

市场的实际，又在昆明增设了一个分厂。

建议被采纳后，财政所深入调查，为企业排忧解

难。仅去年就多次为乡镇企业向上级借周转金 37.2 万
元，协助贷款 48 万元，为金碧食品厂，北城曲酒厂，金

碧镇建筑公司等 7 家骨干企业解决了资金周转困难的

问题，获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去年全镇企业总产值达

到2 154万元，缴纳税款 70 万元，分别比 1991 年增长

56% 和 75%。同时，金碧财政所积极配合党委、政府和

各办事处抓好烤烟生产和“农业四税”征收两个环节，

精打细算，加强管理。多管齐下，使去年全镇财政收入

达到了 262 万元，一举消灭了多年的财政赤字，实现净

结余 17.5 万元。今年 1-8 月，全镇财政收入又出现了

喜人的好势头。今年 6 月，金碧财政所被楚雄彝族自治

州财政局评为先进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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