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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国营工业企

业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

起 步 较 早，从 1983年

起，全省在利改税基础

上实行了目标管理承包

办法。1987年，在深化

企业改革中，又按照全

国省长会议精神，在全

省普遍实行了多种形式

的承包经营责任制。目

前全省预算内工业企业

已有99.5% 实行了承包

经营。
吉林省实行承包经

营责任制以来，经济效

果显著，连续五年保持

了产值、销售、实现利

税和财政收 入 同 步 增

长。据统计，1983年至

1986年，预算内工业企

业 产值平 均 每 年递增

11.2%，实现利税递增

15.7%，财政收入递增

18.5%。1987年，总产

值、实现利税和财政收

入 又分 别比 上年增 长

了1 6.1 %，33.7% 和

16.1%。百元销售收入

利税率也由1977年的全

国倒数第六位跃居全国

第六位。
先算帐后承包，搞

好承包总体设计

吉林省有大中型企

业 384户，占全省预算

内企业总数 的 三 分 之

一，但盈利额却占全省

的四分之三左右。抓好

大中型企业的承包是推

行承包 制 的 关 键。为

此，他们总结了前几年实行目标管理的经验，
从全省经济状况出发，提出了“稳住大企业，
扶持重点企业，放开小企业，狠抓亏损企业”

的总体设计。
所谓“稳住大企业”，就是对大型企业采

取不同形式的递增包干办法，既保上缴，又保

技术改造。比如对两户年创利税近亿元的吉林

铁合金厂和碳素厂，确定在“七五”期间的承

包目标是，以1986年实际上缴利润为基数，每

年递增15%；同时，采取一些政策，帮助企业

解决技术改造资金。
所谓“扶持重点企业”，就是对生产短缺

原材料的企业，实行上缴利润包干，超收部分

通过财政列支渠道，部分或全部返还给企业，
用于技术改造，新产品开发，增产短线产品，
调整产品结构。

所谓“放开小企业”，就是对小型企业普

遍实行承包（包括 招聘承 包）经营，自负盈

亏，使其在几年内有较大发展。
所谓“狠抓亏损企业”，就是对亏损企业

分清亏损原因，分类排队，采取不同的承包政

策，促使其尽快扭亏为盈。
各级领导按照这个总体设计，抓紧企业承

包工作。一些重点大户的发包，都由省长亲自

参加审定实施方案和承包目标，经过省长办公

会议讨论后，由财政厅长出面与承包方签订合

同。财政部门在推行承包制过程中，坚持搞好

分析预测、信息反馈，做到心中有数，保证承

包方案顺利实施。由于承包布局合理，工作细

致扎实，使承包落到了实处，经济效益也很显

著。1987年核定全省预算内承包企业上缴利润

目标，比1986年实际上缴数增长 8.1 %；而这

一年实际上缴利润分别比目标利润和基期利润

增加28.1% 和38.6% 返还企业的利润分别占超

目标利润和当年新增利润的80% 和60% 左右。
完善企业内部经营机制

一是完善领导体制，实行厂长负责制，厂长

任期目标责任制和审计制，把企业承包同厂长

任期目标结合起来，建立招聘任用和解聘辞退

的人事制度，制定科学决策程序和工作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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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划小核算单位，实行职工优化组合，
把企业承包任务层层分解，落实到车间、班组

和个人，建立企业内部经济责任制，充分调动

企业职工的积极性。同时推行计件工资、定额

工资、岗位工资、浮动工资等办法，理顺企业

内部的分配关系。
三是建立“厂内银行”，把银行的监督、

控制、信贷、结算机 制引进企 业。现 在全省

98% 的预算内企业都建立了“厂内银行”，其

中多数企业已形 成了以 承包为 主要内 容，以

“厂内银行”为控制、考核手段的内部经济责

任制。企业内 部各核 算单位 之间的 原材料供

应、半成品转移、提供劳务等，都实行买卖关

系，“银行”以“货币”的形式对各核算单位

的资金活动和承包指标进行控制和考核，并据

此实行奖惩。厂内银行的建立使定额管理、原

始记录、计量检测、计划价格、班组核算和资

产管理等基础工作都得到了改善和加强。长春

衬衫厂实行承包目标分解、层层落实和由“厂

内银行”进行考核、控制等办法，取得了较好

成效。该厂1987年目标利润为32万元，年终实

际上缴利润50万元，超承包目标57%，并按承

包合同兑现超收分成18万元。
搞好配套改革

四平市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们针对

目前价格体系不合理、市场机制不健全等给企

业承包造成的困难，要求各级经济管理部门搞

好配套改革，为推行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积极

创造外部条件。如推广石家庄建立生产资料市

场的经验，把实行计划内外同一价格销售的范

围扩大到钢材、有色金属、炉料和部分化工原

料，缓解供求矛盾；完善科技市场，组织科技

成果交流、交易，为企业聘请技术顾问和约请

技术咨询，促进科技与生产紧密结合；开发资

金市场，建立金融合作社、经济开发中心和信

托公司；大力推 动 横 向 经济联合，实现企业

优化组合，促进企业技术进步；等等。吉林省

各级财政努力为企业承包创造外部条件，拓宽

财政信用渠道，积极为企业筹措技术改造资金。
去年省财政厅所属经济开发公司发放的各种技

措贷款达4.3亿元，其中 用于大型 骨干企业的

技改资 金为2.1亿元；此外，省财政还建立了

新产品开发基金和扭亏增盈基金，扶持亏损企

业和微利企业等开发新产品，改造旧工艺，促

其扭亏增盈。四平市税务局去年制定了420多项

促产增收项目，积极开展“支、帮、促”活动。
实事求是地处理承包经营中的实际问题

吉林省实行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坚持了以

利改税为基础、实行自费改革和确保国家财政

收入稳定增长的原则。坚持鼓励先进，鞭策落

后。企业超目标越多，得到的好处越多，完不

成目标任务的，必须用自有资金补足。
实事求是地处理承包经营中出现的实际问

题，是吉林省企业承包制获得成功的一条重要

经验。他们为使企业承包任务确定得合情合理，
坚持实事求是地分析与承包任务相关的因素和

影响，既充分考虑企业产品结构优化、技改项目

投产、产品价格 浮动以 及扭亏 增盈 等增收因

素，也考虑原材料涨价、产品销路变化以及处理

遗留问题等对企业盈利的影响。对有些问题的

看法一时争议较大，基数难以定准的企业，可以

继续执行利改税办法；对原材料提价而产品不

提价的企业，要适当考虑企业的消耗指标是否

达到历史最好水平，如果达到了的，在计算分成

时就应予以照顾；对于产品价格提高幅度较大

而原材料价格也相应提高的企业，计算企业分

成比例时，要权衡考虑两方面的因素。调整对

承包目标有影响的客观因素，一般采取“动额

不动率”的办法，即在不调整承包基数和递增

包干比例的前提下，在计算超目标分成时，直

接把允许调整的客观因素考虑进去。
1988年吉林省正从五个方面深化和完善企

业承包经营责任制。一是进一步完善企业内部

经营机制，“纵包到底，横包到边”，工业企业承

包到机台，商业企业承包到柜台；二是把竞争

机制引入承包，完善承包和招标工作；三是建

立起科学有效的管理体系，防止以包代管；四

是通过互相承包、租赁、参股、发展横向联合，
实现企业优化组合；五是积极探索承包制与股

份制相融合的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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