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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省市劳动工资

制度改革思路

北京、上海提出：1.把用工权放

给 企业，劳动部门通过宏观调控来

管好总量。2.放开企业内部工资分

配，管好总量。对放开后带来的消费

基金膨胀问题，可通过控制“三条

线”来解决：纳税线——即控制工资

的上限，对超过者收缴高额累进税；

最低工资保证线——即控制工资的

下限以保障职工的基本生活收入；

产业或行业社会平均水平线——即

控制工资的中线，可与劳动生产、物

价指数等相关参数进行比较，上下

浮动，以解决产业或行业工资水平

及工资关系。3.新建企业在新的劳

动工资制度上一步到位。

天津开展放开经营，搞活人事、

用工和分配管理的“一放开三搞活”

改革。1.对试点企业放开经营，主管

部门只负责管好领导班子一把手的

聘任考核、企业承包经营合同的签

订和审计监督及职工工资与企业经

济效益挂钩的系数。2.推行干部和

专业人员聘任制。3.推行全员劳动

合同制和职工竞争上岗制，使职工

根据自身条件选择岗位。4.搞活企

业工资制和定期考工升级制，形成

有高有低的分配机制。

河南提出企业劳动制度的综合

配套改革，核心是实行以全员劳动

合同制为重点的劳动制度改革、以

岗位技能工资制为主的工资制度改

革和以完善养老保险、行业保险为

主的社会保险制度改革。

陕西在今后一个时期，一是在

企业继续完善现行劳动合同；二是

在继续推行工效挂钩的同时，积极

实行以“岗位技能工资制”为主要形

式的企业工资制度。

山西提出：1.打破“铁饭碗”、

“铁交椅”，继续推行劳动合同制，优

化劳动组合，厂长有权辞退违纪者；

2.改进干部任免制度，考核干部主

要看实绩；3.在工资分配上，扩大浮

动部分，缩小固定部分，拉开收入差

距。

（摘自《改革之声》1992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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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九十年代我国消费“热点”

的推断有多种观点：有人认为仍

然是彩电、冰箱等家用电器；有人

认为将是旅游和文化生活；还有

人认为是提高衣食的质量问题；

也有人认为是电话、轿车、单元

房。湘潭大学尹世杰教授的看法

是：在城市的“热点”是住房，在农

村的“热点”是家用电器。

从城市来说，随着改革开放

的深入，城镇居民不仅工资收入

增加，非工资收入也增长较快。人

们在初步解决“吃”、“穿”问题以

后，会把消费重点转向另一基本需

要——“住”。目前城市人均住房面

积还不过 7.5 平方米，满足程度很

低，所以“住”很可能成为“热点”。从

农村来说，家电的普及率远低于城

镇，尽管农村有些住房质量还较差，

但应该说已初步解决了住房问题。

随着农民收入的稳步提高，农村用

电的逐步缓和，家用电器将成为农

村的消费“热点”。

住房消费如果成为城市居民的

消费“热点”，不仅将大大促进建筑

业的发展，使民用建筑业成为我国

的一个支柱产业，而且将促进建

筑材料工业的发展；不仅会促进

一些传统产业的发展，而且会带

动一些新兴产业的发展，如室内

装饰行业。所以室内装饰行业很

可能成为我国九十年代消费品工

业的支柱产业。室内装饰行业的

发展，不仅可以带动一大批轻纺、

建材、机电产品以及第三产业的

发展，而且有利于美化生活，提高

消费质量。

如果家用电器成为农村的消

费“热点”，不仅能促进家用电器

工业的发展，而且会带动电子工

业、电力工业、化工工业、维修行

业等的发展。

（摘自《光明日报》92 年 8 月

15 日  作者  刘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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