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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好大中型企业

关键在于完善

企业经营机制

马洪在《经济研究》1991 年第

11 期上撰文指出，通过深化改革完

善企业的经营机制，使各类企业在

平等竞争的经营环境下，尽快走上

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之路，是搞活企

业特别是搞活大中型企业的唯一正

确的选择。所谓完善经营机制，就是

按照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要

求，理顺企业经营活动中的各种责、

权、利关系，使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

主体。完善企业的经营机制，既要理

顺外部关系，更要解决好内部机制，

解决外部关系是为了更好地健全企

业的内部机制，使企业自身的竞争

力得到更好的发挥。具体地讲，完善

企业经营机制至少包括以下四个内

容：一是解决好动力机制或激励机

制。首先要提高企业参与市场竞争

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在优胜劣汰的

竞争下，保持企业旺盛的竞争力；对

企业内部员工形成有效的激励手

段，通过有效的劳动考核和人事任

免制度，真正贯彻按劳分配的政策，

做到“奖勤罚懒”，打破“大锅饭”，从

而调动全体职工积极奉献、奋发向

上的精神。二是形成有效的约束机

制。既要从体制上逐步解决企业的

自负盈亏问题，克服企业对国家的

依赖心理，又要逐步解决政府对企

业经营承担无限责任的问题。政府

在对企业放权的同时，应当对企业

的行为用法律手段加以规范，强化

企业对国家所承担的责任。三是完

善企业的积累机制。对大中型企业

应确保它的净收入中有一定比例范

围的资金用于积累以扩大再生产。

四是宏观的调控机制。政府应当通

过积极有效的宏观政策引导，努力

为企业经营创造一个良好的政策和

体制环境。 （何 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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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住分配这个

“牛鼻子”

搞好企业必须牵住分配这个

“牛鼻子”。根据几年的实践探索，我

认为，搞好分配首先要遵循各利益

群体所得收入必须“同步增长、能升

能降”的原则，把各个利益主体拴在

同一辆车上。企业效益提高，可供分

配的收入增加，利益主体要利益均

沾；反之，企业效益上不去，利益主

体所得收入相应减少，利益同时受

损。

1988 年，为了进一步推进“满

负荷工作法”，建立“一荣俱荣、一损

俱损”的企业利益共同体，我们提出

并实施了“五马分肥法”。所谓“五

马”，就是将参与企业分配的利益群

体划分为服务者、经营者、管理者、

劳动者和开发者五类；所谓“分肥”，

即把企业在一定时期的增值额按一

定比例分为服务基金、经营基金、管

理基金、劳动基金和发展基金进行

分配。其中，服务基金包括各种税、

费和基金等，占增值额的 31.1% ；

经营基金包括业务活动费、厂长基

金、贷款利息和红利、广告宣传费

等，占增值额的 10.3% ；管理基金

包括企管费、车间经费、燃动费、工

团费用等，占增值额的 17.9%；劳

动基金包括劳动者、经营者、管理者

和开发者的工资奖金、公益金、劳动

分红等，占增值额的 15.8%；发展

基金包括折旧，大修理费用，生产发

展基金，新产品试制费等，占增值额

的 24.9%。

推行“五马分肥法”关键是计算

和确定可供分配的增值额，它是依

据销售收入与原辅材料成本的差

额，再加上营业外收支净值求得。企

业的效益状况一般可以通过增值额

这一综合指标反映，“五马分肥法”

把分配同企业效益内在地结合起

来。实施“五马分肥法”的主要目的，

就是将责、权、利有机地统一起来。

在“五马分肥”方案中，我们明确规

定各利益群体有按比例提取各项基

金进行分配的权力，但相应地要承

担一定的责任。

（摘自 1991 年 12月 3 日《经济

日报》作者：张兴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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