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摘
“三角债”也有

企业内部的原因

企业出现前清后欠、越欠越多

的问题，既有外部环境的原因，也有

企业内部的原因。不能以外部环境

的困难来掩盖自身机制、管理上存

在的问题。目前有些企业虚盈实亏、

管理混乱的状况，再也不能任其发

展下去了。当务之急，是要进一步打

破企业的“大锅饭”和“铁饭碗”，解

决包盈不包亏、包利不包本，只要完

成了产量、产值和上缴税利任务，产

品积压再多、潜亏再大也无关紧要

的问题。要按照商品经济优胜劣汰、

平等竞争的原则，转换企业的经营

机制，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

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生产

经营者，不断增强应变能力和竞争

能力，适应市场需求变化，调整生产

经营规模、生产经营方式和产品结

构。实行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要克

服短期行为、兼顾国家、企业、职工

三者的利益。不能只顾完成上缴财

政任务和增加职工收入，一 定要同

企业实现资产增值、增强自我积累

结合起来。评价企业的生产经营成

果，实行工效挂钩，不能仅讲产值、

速度和上缴税利，而且要考核企 业

的销售收入和全部流动资金占用。

对继续生产积压产品、发出商品和

应收货款增势不减的企 业，要坚决

采取限供或停供计划内能源、原材

料、运力的贷款等措施，促使其转

产，调整产品结构，促使其改善、加

强经营管理。对出现经营亏损或潜

亏的企业，在扭转 亏损以前，厂长

（经理）不得易地做官，全体职工要

减发工资、停发奖金。对长期亏损、

资不低债、无力偿还拖欠货款的企

业，要坚决而慎重地关停一批，决不

能让他们依靠拖欠别人货款或银行

“输氧”来维持生存。

（摘自《中国金融》1992 年第 2

期）

文摘
改革企业利益

机制的重点

俞光远在 1992 年 2 月 29 日

《中国财经报》上撰文指出，增强激

励机制的过程实质上是改革利益机

制的过程，即通过调节企业内外利

益主体的分配关系，合理确定国家、

企业、职工的经济利益，使他们各得

其所，以激发企业职工生产经营的

动力。这是企业经营机制的核心。改

革企业利益机制主要有：一是调节

国家与企业的利益分配，调动企业

“双增双节”的积极性。当前重点要

解决国营大中型企业负担相对过重

和社会 上“三乱”问题，保护企业合

法的利益。同时完善企业工效挂钩

办法，将工资与单一效益指标挂钩

改为 与复合效益指标挂钩的作法，

纠正企 业挤占国家利益的倾向；二

是调节企业与经营者的利益分配，

以调动经营者经营管理的积极性。

当前重点解决企业经营者的收益与

风险、责任与权利不对称的问题，要

按照风险与责任，对经营者个人收

入采取与企业效益挂钩浮动的办

法，实行以 私人财产为抵押和以工

资成倍数的重奖重罚，以强化经营

者的责任，激发其动力；三是调节企

业与职工之间的利益分配，调动广

大职工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当前重

点要解决企业分配向个人过度倾斜

和内部分配中的平均主义问题，实

行企业职工的收入同企业的经济效

益、职工的劳动 贡献双挂钩的办法，

切实贯彻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原则。

（王 摘）

文摘
转变企业经营机制

要处理好远与近的关系

转变企业经营机制的总目标

是，适应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

负盈亏、自我积累和自我发展的商

品生产经营者的要求，形成企 业奋

发向上的发展机制、按劳分配的激

励机制、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和瞻

前顾后的约束机制。这个目标的实

现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不能寄希

望于一蹴而就，这也从一个侧面反

映了深化企业改革的艰巨性和长期

性。因此，转变企业经营机制，既要

有进行长期艰苦努 力工作的思想准

备，研究和提出 长远的治本的措施

办法，又要有积极进取的精神，研究

和提出近期治标的对策措施。要注

意治本和治标措施办法的远近结

合，并立足当前，面对现实，以求实

精神分析和研究近期的突出问题，

拿出在经济和社会各方面都能承受

的措施办法。当前，特别要抓紧抓好

现有的各项转变机制的政策措施的

贯彻落实，已明确给企业的权限尚

没落实的要尽快促其还权于 企 业，

改善外部经营环境，措施搁浅的要

马上促其重新运转实施，新制定的

办法尚没到位的要迅速促其到位，

使企业经营机制的转变取得实质性

的进展和实实在在的成效。同时兼

顾 长远，研究和提出治本的措施办

法，并随着经济 和社会各方面承受

能力的逐步提高而适时推出，循序

渐进，稳步推进，达到企业经营机制

转变的总目标。

（摘自《财经研究》1 992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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