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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公共交通公司

担负着市区和郊区的客

运任务。由于价格变动

等原因，该公司1987年

营运收入虽比1986年增

长6.8% ，创 出 历史最

好水平，却因成本上升

15.3% ，补贴后利润才

46万元，人均留利仅有

19.50元。财企之间年年

算帐，年年调整补贴标

准，财政 负 担 越 来越

重。交通局第一运输公

司，随着改革的深化，独

家经营体制已被打破，

市场竞争激烈，货运量

相对减少，运营收入下

降，加之燃料和原材料

等价格上涨，成本支出

增加，1986年以来，企

业上交财政收入逐年减

少，1988年上半年出现

了全面亏损。
为帮助公共交通和

交通运输两大行业扭转

经营不景气、亏损大幅

度上升 的 被 动 局面，

1988年我们 在 深 化 改

革，完善企业经营机制

上下了功夫。
大力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

在全面调查研究和分析企 业 现 状 的基础

上，我们对公共交通公司实行了总额承包，宗旨

是：通过承包经营，既要减少财政补贴，又要

给企业留有后劲，调动企业和职工挖潜的积极

性，发展城市公用交通事业。总 额 承 包 办法

是：在公里补贴标准不调整的情况下，每年单

补1 400万元，超亏不补，减亏全留，一定三年

不变。据测算，1988年该公司可减少财政补贴

1 000万元。由于包死基数，在三年承包期内可

减少财政补贴约4 000万元。在调 查 研 究过程

中，我们不仅认真分析研究了企业的实际困难

和不利条件，也全面研究了企业的有利因素和

潜力所在。如企业在客运实载率、漏票率以及

油料消耗等方面的指标 尚 未 达 到历史最好水

平，内在潜力还很大。为此，我们配合公司制

定并推行了包括：安全、正点、服务质量、卫

生、运营公里、燃料消耗及定额收入等多项考

核指标在内的线路承包的内部承包办法，并帮

助公司把承包指标层层落实到基层，以保证承

包任务的完成。截至 9 月底，该公司已实行承

包的有61条线路，运营收入比承包前增加28.6

万元，漏票率由承包前的10%下降到1%。
对交通局第一运输公司，在推行承包过程

中我们首先解决了部分同志存在的 “等滑到谷

底再承包”的想法。经过与交通局一运公司及

各运输场领导同志交换意见，选择了汽车运输

七场为承包试点。财企双方制定了以1987年实

际上交数为基数，包括固定资产增值、还贷、

设备完好率等多项考核指标在内的超收增留，
欠收自补的承包办法。截至10月，一运公司已

有14个基层单位采取了招标承包。为了调动职

工积极性，又分别实行了工资与效益挂钩、工

资与收入挂钩等办法。运输七场自承包以来，

取得了明显 效 益，1988年由 1 — 8 月 份亏损

14.7万元，变为 9 —10月份盈利30万元，实现

了扭亏增盈。

此外，我们对出租汽车公司、长途汽车公

司也推行了不同形式的承包办法。如出租汽车

公司实行了以安全、服务质量、燃料消耗等为

考核内容的基数定比，超收分成的单车承包；

长途汽车公司实行了以利润、安全、正点、服

务质量、卫生、运营公里、燃料消耗和实载率

为考核内容的超收分成的车队承包。都取得了

较好的经济效益。
帮助企业完善内部经营机制

为了促进承包经营责任制的深入开展，在

完善企业内部经营机制方面，我们着重帮助企

业开展了多种经营和加强财务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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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支持企业开展多种经营。公共交通

行业司乘人员年龄超过40岁时，就要脱离司乘

岗位，形成人浮于事，费用增加。为了帮助企

业变劣势为优势，在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

我们多次重点深入出租 汽 车 公 司进行调查研

究，认真总结该公司 “一业为主、多种经营”

的初步经验，提出了深化改革， 大力开展多种

经营的建议。这个公司创办了韦达汽车经营服

务部和综合电器维修部，面向社会，不仅扩大

了经营规模，而且为偿还更新车辆贷款增加了

资金来源。出租汽车公司成立的天乐食品厂，

原来只生产冰棍，盈利很少。现在根据市场需

要，增添了生产设备，增加了花色品种，形成

了冷食系列产品，在市场上站住了脚。经过我

们主动宣传，并在财力上给予必要的支持，截

至1988年 9 月底，公交、长途两个公司已兴办

第三产业35项，安排多余 人 员620人，实现利

润32万元。
（二）帮助企业加强财务管理。我们在大

力推行承包和多种经营的同时，帮助企业加强

管理，加强核算，降低成本费用，提高经济效

益。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出租汽车公司管理混

乱，材料无计划，无定额，车辆没有严格的定

期保养制度，核算手续不 完 备，统 计 数据不

全、不细等，建议企业建立两级核算制度，受

到该公司领导的重视。现已建立限额领料及车

辆定期保养制度，实行了两级核算，加强了计

划、统计、会计工作，取得了明显效果。仅保

养材料费一项，1988年上半年就比上年同期减

少支出23.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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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管好用好大型

企业的国有资产，使之

充分发挥效益，是我们

当前在治理、整顿中面

临的一个重要课题。为

了探索解决这个问题的

途径，我们于1988年12

月中旬到大庆油田进行

了实地调查。现将大庆

油田加强固定资产管理

的经验介绍如下：

一、固定资产管理

体系的建立。大庆油田

开发于1960年，经过近

30年的开发，已形成了

包 括 勘 探、钻 井、采

油、井下作业、油田建

设、机修、设计、科研、

文教、卫生等系统在内

的特大型综合企业，为

国家做出了重要贡献。
1979年前，大庆油

田的固定资产是由财务

处资产组负责管理的，
只管帐，不管物。由于

固定资产种类繁多、型

号复杂、价值高、数量

大，且分布面广，要管

好用好油田的资产，仅

有一个科室来担负管理

任务显然是不适应的。
1979年初，在根据国务

院和石油部要求进行的

清产核资工作中，发现

固定资产管理方面存在

许多问题。为加强对固

定资产的管理，同年 4

月正式成立了大庆石油

管理局资产处，下设管

理、综合、财务、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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