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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中央企业财政驻

厂员机构组建初期，为防

止和解决 工 作 上 “半 年

闲”的问题，扎扎实实地

把工作开展起来，我们确

定了重点工作同日常工作

并重，做到 “满负荷”的

指导思想，要求各科、驻

厂组从帮助企业开展双增

双节入手，加强日常工作

的监督和服务，收到一些

效果。但是，由于当时解

决 “半年闲”问题，主要

靠督促、推动，没有形成

一套规范化、制度化的管

理办法，因此 工 作 不 稳

定，波动大。为了寻求一

种科学化的管理办法，使

日常工作成为驻厂员的自

觉行动，1988年初，我们

要求各科、组选择一两户

企业作为日常监督管理的

重点对象，落实到人，以

促进工作的深化。在此基

础上，1988年下半年，经

过认真总 结 经 验，本 着

责、权、利相 结 合 的 精

神，我们组织各业务科、

驻厂组选择了13户中央企

业试行了监督管理承包责

任制，取得了较好效果，

出现了企业遵纪守法自觉

性。财务管理水平、经济

效益显著提高；违纪户数、违纪金额明显减少和遵纪

守法面扩大的可喜局面。

一、实行监督管理承包责任 制的做法

（一）确定承包对象。确定承包对象是实行监督

管理承包责任制的第一步。我们在选择承包对象时确

定了以下几条原则。1 、要量力而行。由于驻厂员人员

有限，初次尝试承包责任 制 办 法，承包对象不宜过

多，把重点放在积累经验上. 2 、 类型齐全。为便于

总结经验，带动面上的工作，确定承包的对象要兼顾

不同的行业。3 、突出 重点。根 据工作中掌握的情

况，要选择问题较多，具有不同 代表性的企业进行承

包。4 、上下协商。确定承包对象时，由中企处同各

科、驻厂组充分协商，以便于执行。本着上述精神我

们在烟草、 电力、 外贸、 有色 金属、银行、军工以及

煤炭等行业选择了13户企业作为 承包对 象。

（二）明确承包内容，签订承包合同。 1 、全面

承包，各有侧重。明确承包内容是实行监督管理承包

责任制的核心。为把监督和服务有机地结合起来，促

进工作的深化，我们确定承包合同总体上要包括以下

内容。第一，指导企业正确 贯彻执行国家 有关财经方

针、 政策，及时纠正企业的违 纪问 题。 第二， 帮助企

业建立健全财务会计制度， 完 善 并 加 强财务基础工

作。第三，认真帮助企业开展 “双增双节”运动，做

到指标明确，措施具体，效果明显。第四，帮助和指

导企业按期编报会计报 表，做 到 内容 完整、数字准

确，编报及时，并有文字说明。第 五，及时反映企业

经营中的困难和问题，帮助企业排忧 解难，为上级部

门制定决策，提供信息。上述基本内容确定后，我们

按照区别对待、各有侧重的原则，确定不同企业的不同

的承包内容。如国营六三六厂 在近几年财 务大检查中

发现的违纪问题较严重，遵纪守法观念比较淡薄，我

们对驻该厂驻厂员人员的承包内容的 重点，就放在加

强日常监督方面，把及时帮助企 业纠正违纪问题，宣传

国家政策，不断提高企业的认识作为承包的中心；省

烟叶物资公司财务管理工作比较薄弱，增收 节支潜力

较大，我们对驻该公司驻厂 员人 员的 承包内 容的重

点，就放在帮助企业开展 “双增双节”、扭 亏增盈，

提高经济效益上。 2 、签订合同，层层落实。承包内

容确定后，省中企处作为发包人，各有关科、驻厂组

作为承包人，将13户企业落实到三个 驻厂组和四个业

务科，并签定承包合同，作 为考核依据。此后，各有

关科、组根据承包对象和人员分工，将 承包户落实到

人，使各层次间的任务、责任都比 较具体、明确。

（三）制定考核办法。体现奖罚 挂钩。为了保证

承包办法顺利实施，我们制定了严 格的 考核办法，明

确在年度终了由省中企处组成验收小 组，统一进行考

核验收。考核指标包括： 1 、企业违纪问 题是否在平

时检查中做了及时纠正，违纪漏查率按验收查出额同

全年查出的全部违纪额计算，不得超过 5 % 。 2 、企

业财务会计基础工作是否明显加强。 3 、帮 助企业开

展 “双增双节”的 任务是 否 完 成，经 济效益是否提

高。4 、企业的困 难 和问 题 是否 得到及时反映和处

理。为了调动各科、组和驻厂员的积 极性，我们还研

究制定了奖惩原则，即全面完成承包任 务，除按规定

应得的奖金外，加发相当半个月标准工资的奖金，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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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来源由省中 企处统 筹解决；完不成承包任务，视

其情况减发奖金。考核结果作为驻厂员业绩考核的重

要内容。
二、实行监督管理承包责任制的效果

实行承包责任制后，各有关科、组普遍反映日常

工作由 “空”变实，由“一身轻”变成有压力，有效

地提高了驻厂员工作的自觉性和责任 感，初步取得了

一些效果。

（一）加强了日常监督检查，提高了 企业遵纪守

法的自觉性。明确承包任 务以后，各科、组为了保证

违纪问题漏查率不突破 5 % 的指标，普遍加强了日常

监督工作，对13户承包企业基本上都实行了月检查、

季分析、半年初审办法，使违纪问题得到及时发现、

及时调整、及时处理。如通化驻厂组在分析五五二三

厂去年第一季度成本计划执行情况时，发现总成本按

可比口径提高 了400多万元，经 过 认真分析检查，发现

主要原因是多提预提费用370多万元，随即向企业提出

应予纠正，并帮助 企业调整了帐目。据初步统计.在日

常财政监督工作中，各科、组共纠正13户承包企业违纪

问题598.3万元，相应 增加财政收入216.2万元，较好

地发挥了就地监督的作用。同时，也使企业遵纪守法

的自觉性有了提高，违纪问题重发率明显降低。今年

财税重点检查阶段，基本没有发现上述企业有违纪问

题，截留收入 、偷漏税款、有意挤占成本等严重违纪

问题已经杜绝。

（二）促进了 监督与服务的结合，提高了企业管

理水平和经济效益。实行承包办法以后，由于承包内

容既包括财政 监督，又包括为企业服务，使各科、组

有关同志能够比 较主动地利用月检查、季分析、半年

初审的机会，积极发现企业管理中的问题，帮助企业

建章建制，制定改善经营管 理、加 强经 济 核算的措

施，有效地提高了企业的管理水平 和经济效益。农林

文教科承包的吉林省烟叶物资公司是 我省烟草企业唯

一的亏损单位，自1982年 以来，累计 亏损1 085万元。

根据承包合同中规定的 有关 帮 助 企 业扭亏增盈的内

容，农林文教科的同志深入企 业进行认真分析后，帮

助企业制定了扭亏增盈的具体措施，并将扭亏指标层

层分解，落实到科室、车间、班组 和每个职工身上，

调动了广大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增加了 经营管理的透

明度。在此基础上，他们针对烟叶库存量大、帐实常

年不符，往来帐款清理不及时、费用核算不科学等问

题提出了多项建议，均被企业 采纳。其中仅加强流动

资金管理一项，一年增加效益20多万元。为了帮助企

业全面加强经济核算，消除收 购环节上 存在的问题，

他们还在1988年 9 月份派出专人 与公司一起深入部分

烟叶基地，对收购的烟叶露天存放、不能及时发运问

题进行了研究，采取了相应措施，降 低了烟叶损耗，

共减少费用支出18万元。截 至1988年11月末该公司已

实现利润44.6万元，摘掉了连续六年亏损的帽子。
三、承包办法存在的不足及改进设想

对重点企业监督管理实行承包责任制以来，取得

了一些效果，但由于缺乏经验，也暴露出一些不足，

主要是承包内容不尽具体，给考核带来困难；考核方

法单一，不尽科学；奖罚挂钩，效果尚未充分发挥等

等。为了进一步搞好重点企业监督管理承包责任制，

使这项工作更前进一步，针对试点中存 在的问题，我

们打算采取以下改进措施：

（一）扩大承包面。在巩固试点企业承包成果的

基础上，进一步扩大承包面，初步设想，做到驻厂员

外勤人员平均两个人就包一户，力争做到人人肩上有

责任，使日常财政管理工作更广泛地展开。

（二）进一步明确承包内容。承 包内 容尽量做到

明确、具体，有些指标定得要尽量数量化，为执行和

考核提供方便。日常监督的考核，拟将违纪金额遗漏

率分为重大违纪问题遗漏率和一般性违纪问题遗漏率

两类，前者要求严一些，拟定为零；后者要求相对宽

一些，拟保持 5 %不变。

（三）完善考核方法。把由省中企处年终统一考

核承包单位的日常监督改为与年终大检查相结合，把

考核与检查统一起来；把中企处内部考核 与通过一定

方式征求企业意见结合起来；把中企处开展抽查考核

工作与及时公布考核情况结合起 来，使考核的方法尽

量做到科学、全面。

（四）硬化奖罚措施。一是利 用经费由省中企处

统一掌握的便利条件，从奖金总额中按半个月标准工

资水平提取承包挂钩奖金，拉开档 次，打 破奖金分配

上的大锅饭；各科组在 奖金 分 配上也 要制定相应措

施，把完成承包任务情况作为分配奖金的重要依据。

二是建立承包任务完 成情 况考 核 档案，作 为干部晋

升、评定专业技术职称等工作的依据，以 便今后更好

地开展财政驻厂员工作， 为改革、 为提 高企业经济效

益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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