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加强宏观管理，健全监督机制。按照宏观

管好，微管放开的要求，强化政府的规划、协调、

监督、服务职能，从政策规范、制度建设、纪律约

束和监督检查等方面加大力度，实行厂长（经

理）任期审计制度，对弄虚作假、违反《条例》规

定和财政、财务规章制度造成企业严重潜亏的

企业责任人，应依法追究法律责任，不搞“异地

为官”或“异地升官”。各监督部门，包括财政、税

务、审计、银行以及企业主管部门要加强对企业

财务和成本管理的监督与考核。

5.发展注册会计师事业，加强社会审计监

督。目前承包经营者掌握着企业的经营和分配

权。由谁来对企业实行有效监督，保证国家利益

不受侵害和国有资产不受损失，显然是一个迫

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企业的财会人员虽然能够

准确地掌握经营和利益分配情况，有能力实行

企业内部监督，但由于利益关系，财会人员的双

重职能很难体现。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与

发展，注册会计师的作用越来越引人注目。注册

会计师作为不拿国家工资的“经济警察”，客观、

公证、独立地行使监督检查职能，面向社会服

务，是商品经济活动中有关利益各方共同需要

的社会公证者。在深化体制改革中，政府通过注

册会计师的社会监督对企业实行间接管理，可

以防止各种形式的企业潜亏出现，达到维护正

常经济运转秩序的目的。

解决潜亏问题，还需要企业领导人端正思

想，处理好三个关系：一是眼前与长远的关系，

不能只顾眼前，不顾长远利益；二是国家、集体、

个人的三家利益关系；三是前任与后任的关系，

企业领导人不能只顾本任的指标而留下的隐

亏，必须坚持如实反映企业的情况。

读者·作者·编者

企业反映

落实《企业法》有四 难

最近，湖北省荆门市对《企业法》的落实情

况进行了一次调查。不少企业反映《企业法》颁

布实施以 来，对于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促进

企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在实施过程中

也反映出一些问题，突出表现有四 难：

一、企业权 力 难行使。《企业法》赋予企业

的权 力 达 13 条之 多，但 在实际工作中很 难行

使。有的权力难界定，如投 资权。企业上项目，

都要报上级 审批，图章少则要盖七、八个，多的

要盖几十个，企业实质上 没有投 资权。有的权

力 难使用，如 有权解聘或辞退违纪职工，由 于

受有关部门强调内部消化的限制，致使一些企

业难以 动真格。有的权不敢用，如 抵制摊派权。

能向企 业伸手的，都是得罪不起的菩萨，企业

不敢抵制。

二、厂 长负责制难执行。由 于政企没有分

开，不 少企业尤 其是厂 长、书记分设的企业反

映，中心与核心地位 难处理，厂 长不敢从严治

厂；不 少企 业的 困难局面 并 不 完全取 决 于厂

长，有的是行政干预造成的，有的是前任 厂 长

造成的，《企业法》规定的法律责任 难以 追究。

三、各种利益难调整。一是部门利益，有些

权利不肯放到企业；二是职工利益，职工工资

调高好办，调低就 不好办，拉开档次 更不好 办，

宁肯吃低 工资“保险 饭”，不愿吃高工资“风险

饭”。

四 、具体实施难操作。《企业法》在执行中

有些条件还不具备，如 政府机构不改革，职能

不转变，企业难 以 行使职权，《企业法》的 某些

条款比较抽象，急需制定实施细则。此外，《企

业法》的某些方面还不尽配套。许多部门的规

定与《企业法》撞车，出现 了“企业法软、部门法

硬”的现象，加上 没有明确《企 业法》专门的执

法监督机构，违法现象得不到有效 制止。

（邹德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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