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作研究提高企业家待遇  

吸引更多人才

邬守国

长期以来，由于受产品经济模式的制约和某些不正

确理论和观念的影响，没有建立系统的企业管理者培训

和考核体系，致使我国的企业管理者队伍素质不高。随

着改革开放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优秀的现代企业管理人

才严重短缺的矛盾更加突出，已经成为我国进一步深化

改革、加快对外开放和发展商品经济的重要制约因素。

我国即将恢复在关贸总协定中的缔约国地位，经济的竞

争将会更加激烈，优秀的现代企业管理人才在经济发展

中的地位和作用也会更加重要。培养和造就大批优秀

的现代企业管理人才，关系着我国改革开放大业的成

功，关系着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

要培养和造就大批优秀现代企业管理人才，关键是

要有一个适应管理人才成长的环境，有一个吸引人才的

政策。目前，我们有一些政策不利于吸引更多的人才从

事实业，尤其是分配政策不合理，许多企业管理者的收

入低于本企业收入较高的职工。据报载，某企业一车间

副主任，当技术工人时，月薪 800 多元，当车间管理人员

后，月薪降到 400 多元。不合理的分配政策，挫伤了企业

管理人员的积极性，也使一部分很有作为的企业管理人

才不安心在企业工作或不愿到企业工作。

激烈的市场竞争，就如同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一

个优秀的企业家就如同一个优秀的军事指挥家，能带领

企业取得竞争的胜利，使一个企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

从低效益到高效益，从贫困到富有，甚至能使一个濒临

倒闭的企业起死回生。优秀企业家的这种巨大作用，是

技术工人、科技人员所无法取代的。企业家为企业发展

所付出的高质量劳动，理应得到较高报酬。

提高企业管理人员的收入水平，首先要纠正某些错

误的理论观念和片面的思想认识：

一是正确理解和认识人民创造历史与杰出人物在

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的关系。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这

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揭示的真理。但是，唯物史观并

不否定杰出领袖的历史作用，没有杰出领袖的组织和指

挥，人民在历史发展中的巨大力量就不可能完全发挥出

来，甚至难以取得某项事业的成功。同样的道理，企业

的生产依靠全体职工的共同努力，但没有一个精明的企

业家的组织，工人、技术人员的巨大潜能就不可能完全

转化为现实的生产效率。因此，优秀的工人、技术人员

与优秀的管理者在企业发展中都是不可缺少的因素，后

者的作用更是关键。

二是正确认识工人的主人翁地位与企业家超常贡

献的关系。在社会主义企业内部，工人和企业管理者都

是劳动者，同为企业的主人。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而

言，单个工人的作用远远低于企业管理者的作用，尤其

是企业主要管理者的作用。单个工人所付出的劳动量，

一般都低于管理者所付出的劳动量。这种劳动量，既有

单位时间劳动质量的差别，即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的差

别；也有时间量上的差别，一般工人，工作限于上班的 8

小时以内，而企业管理者，往往没有 8 小时内外之分。

三是正确认识企业领导的公仆意识和按劳分配的

关系。在社会主义国家，领导是人民的公仆，领导必须

树立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对于一个优秀的

企业家，全心全意带领企业职工努力奋斗，力争获取最

高的经济效益，是其应有的品质和职责。企业对于管理

者付出的劳动，也必须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给予应有

的报酬。企业领导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有自己的家庭，

有各种消费需要。不可想象，一个有许多后顾之忧的企

业领导，能把全部精力放在企业经营管理上。也无法强

求一个收入水平比工人低的企业管理者，把自己的聪明

才智完全奉献给企业的经营管理。

对调整有关分配政策，提高企业管理人员待遇，奖

励优秀企业家，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1.做好舆论宣传工作，使各方面，尤其是企业职工

正确认识企业管理者的劳动，正确评价企业管理者在企

业生产经营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提高企业家的政治、

社会地位，使企业家成为人们尊敬和羡慕的职业。

2.在现阶段对企业生产经营效果实行具体考核难

度较大的情况下，可以选择几项主要效益指标，对企业

经济效益进行考核，如资金利税率、资金利润率、产值销

售率、劳动生产率等。考核标准，既要进行行业比较，也

要作本企业的纵向比较。

3.由于企业考核指标不完善，不规范等多方面的原

因，在近期内，对优秀企业管理者的奖励，只能作为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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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政策，集中由政府执行。奖励额度，可根据企业生

产经营情况，将企业管理者的总收入控制在本企业职工

平均工资的 3-5倍，对有特殊贡献的，可实行重奖。

4.为了防止少数企业管理者弄虚作假，凡属奖励的

对象，其所管理的企业的经营效益都必须经过严格的审

计。

5.对缺乏经营管理才能的企业领导，要及时进行调

整，通过公开招标，公平竞争，聘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管

理企业。

6.抓紧改革和完善企业经营效益考核体系。改革

和完善企业管理者分配政策，使之规范化、科学化、法律

化，以吸引更多的人才从事实业。

调整分配政策，提高企业家待遇，吸引更多人才从

事实业，是深化企业改革，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的重要内

容，也是扩大对外开放，使我国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客

观要求。对此，我们要有紧迫感，力争在较短的时间内，

通过改革和调整，建立起一套完整的人才培养、使用和

考核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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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

础，粮食生产又是基础的基

础。但由于现阶段部分粮

田异化、地力衰减、水利设

施老化、粮作队伍素质下

降，使粮食生产后劲严重不

足。对于目前粮食生产还

只能维持低水平自给的一

个农业大国来说，现状和前

景都不容乐观。

造成粮食生产后劲严

重不足的原因固然很多，但

最主要的是缺乏刺激种粮

的动力。

（一）优惠政策无实惠。

为了调动农民生产粮食特

别是完成合同定购任务的

积极性，国家在最近几年制

定了一些优惠政策。如提

高合同定购粮食价格，粮

肥、粮油、粮钱“三挂钩”等。

但这些优惠政策又全部被

生产资料涨价因素“吃掉”

了，农民并未得到实惠。如

1989 年，湖南省农产品收

购价提高等共增加农民收

入 12.02 亿元，人均 25.67 元。而因农业生产资料和农

村工业产品价格上涨，增加农民支出 42.57 亿元（其中

农业生产资料涨价增支 16.30 亿元），人均增加 78.5
元，收支相抵，农民多支出 30.55 亿元，人均多支出

52.83 元。1990 年在此基础上人均又多支出 20元。加

上部分税费及各种提留普遍增长，农民实际种粮收入还

有所下降。

（二）粮食价格不合理。粮食生产收入低，商品粮价

格偏低的不合理状况由来已久，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

面：一是粮食与工业品“剪刀差”越拉越大。1989 年，湖

南省农副产品收购价上升 6.8% ，大大低于农村工业品

价格上涨 20.9%的幅度，致使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在

上年扩大 0.4%的基础上又扩大 13.1% ，1990 年又比

上年扩大 6%。这种剪刀差反映在地方财政上是种粮越

多，财政越亏。据测算，农业地区每调出 1 亿斤原粮不仅

等于向工业地区提供 500万元财政收入，而且直接或间

接地需要财政补贴 430万元。二是粮食与其他农副产品

的比价也不合理。粮食价格同主要经济作物价格比较，

多年来都是处于“谷底”地位，种粮不如种经济作物。据

调查，按同等生产力水平，一亩中等地力田土上的收入，

粮食为 507元，棉花为 556 元，油菜籽为 732 元，柑桔为

1 260元，4 种作物之比大约为 1 ：1.1 ：1.4 ：2.5。三是

粮食提价幅度赶不上农业生产资料涨价幅度，粮农收入

相对减少。柴油、地膜、化肥、农药、农机具等几种主要

农用生产资料的综合价格指数，“七五”时期，湖南省上

升了 57.5%，而粮食收购价指数则只上升 29.3% ，个别

年份还下降，1991 年粮食收购价下降 10.2%。粮农的收

入从 1988 年起，已连续 3 年下滑，1988、1989 年农民人

均收入实际分别比上年减少 4.99%和 3.4%，1990 年

农民人均纯收入的绝对额又比上年下降 12.65元。再加

上近些年农民负担越“减”越重，远远越过了农民的承受

能力。近两年，湖南省农民人均增加负担 14.31 元，1990

年全省农业的国家税收占纯收入的 4.9%，乡村提留占

纯收入的 5.7%，两项负担达到了上年纯收入的

10.6%，大大超过了国务院规定的 5%的比例。四是收

购价与集市价差距过大。现行的“双轨制”的销售制度，

一方面使国家对粮食经营企业包得过多、管得过死；另

一方面又鼓励了粮食消费甚至浪费，挫伤农民种粮的积

极性。尽管国家财政每年用于粮食方面的财政补贴多

达 400亿元，但结果却是粮食生产者、经营者、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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