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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正值企业进行第二轮承包之时，如何选择灵

活的承包形式，制订出合乎实际，真正能兼顾三者利

益的承包方案，进一步 完 善 发 展企业承包经营责任

制，是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湖北省当阳市在这方面

作了一些积极的探索。

当阳市第二轮承包方案总的精神是：既保 证国家

财政收入的增长，又考虑企业的发展后劲；既与全市

经济发展规划相适应，又与财政收支总盘 子相衔接。
这样，就有利于兼顾国家、企业、经营者和 生产者利

益，调动企业广 大 干 部 职工的积极性，增强企业活

力，提高经济效益。方案规定，凡市属预算内企业和

预算外全民所有制企业，一般都要按独立核算单位实

行承包经营。承包期限一般为三年；对政策性亏损企

业实行一年一定。
当阳市第二轮承包方案与第一轮承包相比有以下

特点：

（一）承包形式灵活。企业都实行集团承包，即

承包主体是包括党、政、工会负责人在内的企 业经营

者集团。由厂长（经理）作为承包方代表在合同上签

字，并对完成承包任务负全面责任。主要采取以下四

种承包形式：一是对大多数企业，实行目标考核，依

固定税率计征，定比返补；二是对产品税率较高、 利

润甚微、债务较大的企业实行盈利 全留、亏损不补；

三是对电力系统全行业实行上交包干，收 支分流；四

是对政策性亏损企业，实行补亏包干，减亏全留。在

第二轮承包期内，如国家给企业增加了新的投入，则

相应调整目标考核基数。

（二）考核指标体系较健全。在第二轮承包方案

中，既有速度指标，又有效益指标和后劲指标。具体

包括：产值、销售收入、实现利润、主要物耗（费用

率）、生产发展基金占税后留利的比例（含补充流动

资金）、固定资产增值、自有资金还贷、安全，以及

与财政的利润分配指标等。同时，规定了 各项指标的

确定原则。对效益、发展 及 综 合 经济技术指标的确

定，不仅要从纵向比，更主要的是要进行横向对比，

如利润率、消耗等指标，要参照省地同行业先进企业

标准制定，以促进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对工业、商

业、物资企业自有资金用于生产发展的提取比例也作

了明确规定，以改变企业依赖银行贷款来维持 生产经

营的状况。对企业吃 “定心丸”的指标——财政从征

收的所得税中返补给企业用于还贷的比例，规定从三

个方面综合考虑：（ 1）截至1990年 6 月末专项借款

的数额；（ 2）企业承包期内有无必须进行的技 术改

造项目；（ 3）确保企业实际上交财政的利 润数，在

第一轮承包基础上有一定比例的增长。

（三）奖惩办法较完善。为避免承包者 与职工分

配不公现象，在第一轮基础上，第二轮的方案进一步

完善了奖惩兑现办法。首先，设置了职务 津贴。在其

位拿其钱，并按大、中、小企业区别对待。其次，年

终兑现奖惩不与人均收入而与人均标准工资 挂钩。按

挂钩指标完成程度分别考核计奖惩。再次，副职按本

企业法人代表的80%兑现津贴和年终奖惩。

当阳市第二轮 承 包 方 案的制定，除 执行国家、

省、地有关企业承包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外，主要是基

于目前企业普遍 担 心 外 部环境不稳定，市 场难以预

测，基数难以搞准，因而不敢包，不愿包这一状况提

出来的。方案中对大多数企业在利润与财 政 的分配关

系上，由原来上交是“死基 数”变成“死比例，活基

数” ，形成 “水涨船高，水跌船落”的格局。第二轮

承包方案较好地解决了以下三个问题：

一是解决争基数问题。第 一 轮 企业承包的原则

是，包死基数，确保上交，但基数往往难以定准。过

高，形成鞭打快牛；过低，国家收益 减少，保护了落

后。基数难定准的原因有三：①签订合同时，企 业及

主管部门 争 基 数，留有余地；②在“一对一”谈判

中，对市场、价格等变动因素难以准确把握，主观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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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性大；③基数的测算，通常采用纵向比较的 “历史

法”。当阳市的第二轮承包方案改变了第一轮承包办

法，实行依率计征，定比返补企业用于还贷或技术改

造，不管企业实现利润多少，都按固定税率去征收，

按固定比例返补，“风吹浪打，风平浪静”一个样。

这样，企业用不着为多交 3 万 5 万而争基 数。至于返

补比例，由于规定的三条标准一般都能适用，不需要

多争。

二是解决“死基数，活市场”问题，避免企业上

交利润畸轻畸重。以往包死基数，行业价格 “抬头”

增加的利润，大 多进 了 企业的 “小灶”，财政拿不

到，并造成企业之间留利相差悬殊，特别是造成了消

费基金的差别大 不 合 理。而 依固定税率计征却是个

“调节阀”，在企业受价格、市场影响利 润增减时，

上交所得税在死比例的作用下也会随之增减，企 业利

润增加时，财政多得；反之，财政少得，国 家、企业

的利益分配关系不因活市场而走向畸形。当企业不景

气时，也不会造成挂帐或遗留问题。即使返补比例大

小不同，给企业带来的也不是消费基金分配上的不合

理，而只是返补企业用于扩大再生产投入上的差别。

这个投入上的差别，恰恰 是宏 观调整经济结构的需

要。何况，还贷形成的资产的最终所有权属国家，在

本质上与上交财政的净利润是一样的。

三是解决企业还贷约束力软化问题，使财政调控

硬化。按当阳市第二轮承包办法，财政对企业还贷有

了更大约束力和主动权，因为钱在财 政手里，可以督

促和硬性让企业按规定还贷，特别是解决了 部分企业

不愿还财政周转金的问题，有利于 财 政更好地用好、

用活资金，增强调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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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来，国家多次调整农副

产品收购价格，有力地促

进了广西粮食和油料生产

的发展，但是，食油的生

产和购销方面仍然存在着

一些问题。一是食油定购

价格偏低，影响农民的生

产积极性。食油合同定购

价格虽然 多 次 调 整，但

是，同其 他 经 济作物相

比，价格仍然偏低，比较

利益不合理，导致广西食

油总产量长期徘徊。二是

食油供求总量不平衡，每

年都要靠国家调入一部分

平价油来弥补区内食油购

销缺口。三是食油品种结

构不平衡，不能满足居民

的需要。广西人多数喜欢

吃花生油，而国家每年调

进的是菜籽油，居民不爱

吃。四是粮油补贴逐年增

加，财政负担沉重，难以

为继。粮油收购价格多次

提高，而销价不动，国家

财政所负担的粮油补贴大

幅 度增 加，从1985年 到

1987年三年，广西壮族自

治区粮油价格补贴和经营

亏损补贴平均 每 年 增 长

26% ，影响自治区财政的收支平衡。

为了促进食油生产，理顺食油价格，稳定和控制

财政补贴，广西壮族自治区从 1988年 7 月 1 日起，在

全国率先进行了放开食油价格、实行暗补改明补的改

革，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一、改革的具体做法

食油改革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对此，自治

区政府高度重视，并加强了组织和领导。他们从1986

年起首先在梧州地区进行放开食油价格、暗补改明补

的改革试点，1987年又将试点扩大到玉林地区。1988年
初，自治区政府召开了关于放开食油价格的研讨会，全
面总结了梧州、玉林两地的改革试点经验，研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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