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动态文摘  
强化企业领导者的

影响力

企业领导者从各方面强化自己

的影响力，以促进职工积极性的增

长，是一件切不可忽视的工作。其

一，要真正关心、爱护和尊重下层职

工。领导者对职工的关心、爱护和尊

重，一般来说，除在生活、住房、奖金

分配等问题外，把每个职工放在最

能发挥其专长的位置上发挥其所

长，而且帮助他们在事业上成功，这

才是最大的关心、爱护和人格的尊

重。其二，要言而有信，设身处地为

别人着想，领导者在职工心目中的

位置，不但是主人，更重要的是一个

实实在在的公仆，是群众的贴心人。

因此，作为企业领导者来说，明确答

应了的事情，或暗示过自己将要做

的事情，无论大小，来不得半点的虚

伪。在分配工作任务时，要将心比

心。这种言出必行和必要的“角色换

位”思考，就会加深同职工群众的感

情，使领导者与职工在思想上产生

共鸣，行动上才有更好的结合点。其

三，敞开心扉，以诚相待。领导者要

处理好与职工群众的关系，首要的

是公平待人。对人要一把尺子，无论

亲疏远近都要一视同仁，否则就会

伤害一部分人的积极性。其次是不

要把职工群众的批评或反面意见，

视为是对自己的指责或不满，而应

看作是对事业的热爱和尽责。既不

要计较他们说话的方式或态度，更

不准以个人恩怨代替原则。

（摘自 1991 年 12 月 10 日《工

人日报》作者：伍应启）

动态文摘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现实选择

我国农业劳动力怎样才能完成

战略转移？这得从我国的国情出发，

走一条适合我国特点的路子。目前，

不外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对

农业进行深度和广度开发，把农业

本身变成容纳更多劳动力的产业。

“八五”期间，国家将增加对农业开

发的投入，有计划地进行大江大河

的治理，修建一批水利工程，扩大灌

溉面积，建设一批高产稳产的农产

品商品基地，同时国家还将计划改

造 7900 万亩中低产田，等等。农业

的深度和广度开发，将需要亿万农

民的大量的劳务投入。第二，继续以

小城镇为依托，稳定发展乡镇企业，

发展第二、三产业，实现劳动力的就

地转移。我国有 2300多个县，9500

多个集镇，还有许多集镇的雏型，发

展第二、三产业潜力很大，能够为农

村剩余劳动力提供更多的转移机

会。第三，开发荒地，是转移农村剩

余劳动力的又一途径。据统计，我国

尚有未开垦的荒地 5 亿亩，荒山荒

坡 11 亿亩，需要改造的灌木林地 6

亿亩，三者加起来达 22亿亩。如果

采取有效措施，把农村广大剩余劳

动力引导到开发利用“三荒”上来，

按每个劳动力经营 20亩计算，即需

投入劳动力 1 亿多。第四，城乡互

补，内外分流。城乡互补是指建立合

理的流动机制，特别是让农村剩余

劳动力有序地流入城市，补足城市

就业部门中的“空白”部门。内外分

流是指通过国内吸纳和国外输出双

方分流劳动力剩余量，缓解就业压

力。

（摘自 1991 年 11 月 25 日《经

济参考报》作者：邓泽辉）

动态文摘  国营企业经济效益下降主要是政策造成的

在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经济结构

中，国营企业经济效益大幅度下降

主要是政策造成的。其一，价格政策

不合理。其他所有制形式的企业价

格放开，随行就市，高进高出，甚至

低进高出；国营企业价格控制过死，

高进低出，不等价交换使效益转到

外资和私营企业。其二，承包经营和

创收政策造成国民收入超前消费，

在企业经济效益未形成以前就变为

单位和个人收入，冲减了企业实现

利润和国家收入。据上海市财科所

计算，“七五”期间国营工业企业创

造的国民收入增加 38.7 亿元，而工

资福利增 加 18 亿元，利息增加

18.7 亿元，其他支出 18 亿元，共分

配 54.7 亿元，超过 16 亿元。这些都

是靠减少税金和企业利润来实现

的。上海如此，其他地方也是如此。

其三，国营企业的财政负担和社会

负担过重，没有适应市场和自我改

造的能力。如果把对待国营企业的

这些政策放在任何一种企业的身

上，都会使其经济效益大幅度下降。

所以，提高国营企业经济效益的根

本途径是深化改革，调整对国营企

业的经济政策，而不是改变全民所

有制的性质。

（摘自《财贸经济》1991 年第 11

期 作者：王绍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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