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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目 标管理责任制  

深化农口 事业单位改革

山 东省财政厅农财处

1986年以来， 为了加速我省有条件的农口事业单

位实行企业化管理工作的进程，把农口生产性事业单

位真正办成经费自给的 经济实体，增强自我发展的活

力，为发展农村商品经济提供更好的服务，我们在业

务主管部门的配合下，在全省范围内对农业“三场”，

林场、 苗圃、水利工程管理单 位和国营拖拉机站等推

行了以扭亏增盈为中心内 容的目标管理责任制。由于

这种管理制度在规划目标的统一要求下，明确了各级

财政部门、 主管部门、 事业 单位 以及广大职工在经济

上各自应负的责任，并且落实了有关政策、措施，因

而对进一步深化事业单位财务管理体制改革，不断提

高事业单位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尽快实现扭亏增

盈，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据统计，1986年全省1159

个农口生产性事业单位 总收入达19 653万元，经营利

润1 982万元，分别比1981年增长127.3% 和479.5%；

盈余单位由198 1年的424个， 增加到1986年的721个。

我省农口事业 单位 实行目 标管 理责任 制的主要做法

是：

一、 制订规划目标。制订积极可靠、切实可行的

规划目标，是实行目标管理责任制的 基础和前提。许

多市县财 政 部门 对此十 分 重 视， 积 极配合主管部

门，深入基层单位， 帮助查找阻碍事业单位经济发展

的主客观原因， 寻求依靠自身力量发展经济和事业的

优势及潜力，使规划目标建立在切实可靠的基础上。

烟台市财政局在对林业系统 推行目标管理责任制时，

抽出专人配合 主管部门用 一个多月 的时间，对所属

市、县两级的36个场圃进行了逐个摸底调查。为了掌

握各单位自然资源状况、 经营管理水平和生产中存在

的实际困难，他们 翻山越岭 实地 勘察， 并与场圃领

导、技术人员和工人进行座谈，共同寻求场圃增收节

支、扭亏增盈的具体办法。经过深入调查研究，他们

对各单位1982年以来的 销售收入、生产成本、 税金、

利润、资金周转率及工副业收支和场圃社会负担情况

等多项指标进行了综合分析研究，既找出了影响场圃

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又看到了在经营管理上存在的

差距和解决问题的途径。在此基础上，他们与业务主管

部门和各单位一起 研究 确立了场圃经济发展的指导方

针，制订了主业 及多种经营发展规划和相应的经济技

术管理措施， 提出了到 1988年 全市 场圃全部扭亏为

盈；1990年总收入 达到3 000万元，利税总额达到3 00

万元的经济发展目 标。同时提出1989年前全部绿化各

场圃的3 600亩宜林荒山、荒滩和3 000亩疏林地；1990

年更新改造7 600亩低值残次林，使全市场圃木材积蓄

量由13万立方米， 增加到1 5万立方米的事业发展规划

目标。由于端正了实事求是、一 切从实际出发的指导

思想，改变了过去单纯号召及一般化的工作方法，使

单位和职工有了明确的奋 斗方向，对充分调动各单位

实行企业化管理的积极性，促使各级财政部门和主管

部门更加有效地指导企业化管理工作，起到了重要作

用。

二、明 确政策规定。实行目标管理责任制，必须

有一套与之相适应的政策规定来规范其行动，以保证

这一改革按照既定目标顺利进行。根据我省实际情况

我们做了如下统一 规定：

1.各单位对上级下达的各项事业任务必须保证完

成，完不成事业任务的单位不得享受企业化管理单位

规定的待遇。

2.为促使各事业单位由 “供给型”逐步向 “经营

型”转化，财政部门要合理确定用于各单位的财政补

贴（不包括政策性补贴）基数，到1990年底前财政对

主管部门不增不减。单位通过组织收入相应递减下来

的财政补贴，由司级主管部门商同财政部门转作事业

发展基金，继续用于支持各单位发展生产；各业务主

管部门则应根据规划目标要求，制订各单位财政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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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减计划。为鼓励先进，鞭策后进.对提前实现经费

自给的单位，财政补贴照常拨付；对未按计划实现经

费自给的单位，财政补贴到期停拨。

3.按照目标管理责 任制 和实行 企业 化管理的要

求，改进财务管理制 度。各单位要按照规定建立健全

经济核算制度，正 确计算 成本和盈亏，认真做好各项

原始记录、计量检验、 定额管理等基础核算工作；要

区别情况按照规定提取固定资产折旧和大修理基金；

单位利润的分配
，

要兼顾三者利益，按规定比例建立

事业发展基金、集体福利基金和职工奖励基金。其中

事业发展基金不得低于单位留 利的50% ，职工奖励基

金不得高于25%，具体比例可由主 管部门商同财政部

门核定。为反映生产经营成果，加强财务监督，还要建

立健全会计报表制度。各单位要按季向业务主管部门

报送资金平衡表、 利 润表和 成本表，经业务主管部门

审核无误后，报同级财政 部门.
4.为支持各单位大力开展综合利用和多种经营，

走以副养主的路子，对尚未达到经费自给的 单位兴办

的生产服务项目，纳税确有困难的，按照税收管理权

限，经批准可在一定期限内给予减免税照顾。已经达

到经费自给有 余的单位，要依法纳税。

5.对单位职工奖金的发放，要与单位经济效益和

规划目标挂 钩，充 分体现 按劳 分配 和奖勤罚懒的精

神，原则上按经费递减 或利润递增幅度确定奖金发放

限额。奖金的发放 和奖金 税的征免 ，按 上级统一规定

执行。

三、明确责任 ，协调关系。实行目标管理责任制

涉及到上下左右各方 面的权、责、利关系，这些关系

是否处理得当，直 接影响着这一改革的成败。对此，

我们按照“条块结合、以块为主，部门结合、 系统为

主，上下结合。协同工 作”的 原 则，区 别 “条”、

“块”两个方面，对 各自应 有的 权责， 逐项进行了

落实。

在处理 “条条”关 系方 面，我们规定省级主要抓

好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制定政策，提出规划目标要

求，监督检查各级目标管理责任制的实施；二是筹集

一定资金，支持这一 工作的开展。各市、 地的主要权

责是根据省里统一规定，结合本市 地实际情况制订规

划目标，对下 负责督 促、 指导 ，保 证规划目标的实

现，同时根据规划 要求积 极筹集和合理分配事业发展

资金。县级的主要 任务是：制 订切合实际的规划目

标，贯彻落实有关政策，帮助各生产性事业单位搞好

经营管理，保证 规划目 标按期实现，并积极筹集、 合

理使用事业发展资金， 保证资金使用效益。

在处理“块块”关系方面，我们与有关业务主管

部门共同商定；各级 业务主 管部门负责制订单位目标

管理规划并组织实施：合理分配和重点使用好事业发

展资金；帮助单位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加强财务

管理和经济核算，建立和完 善单位内部经营承包责任

制。各级财政部门负责协同主管部门制订规划目标，

并监督落实实施；根据财力可能，积极筹措事业发展

基金，配合主管部门按照规划目标支援各单位开展综

合利用、多种经营和改善生产条件；监督各单位遵守

财经纪律，加强财务管理以及在分配上正确处理三者

利益关系。各生产性事业单位在保证完成国家下达的

事业计划，服从国家政策和管理的前提下，有权选择

灵活多样的经营项目和经营管理方式；有权安排自己

的事业计划；有权确定提供劳务、技术、 科技成果的

收费价格等。各单位必须承担本 单位人、财、物及生

产经营全面管理的责任， 保证各项规划目标的全面完

成。

在以上统一要求下， 我省许多地方还结合当地情

况，制订了一些具体措施。大部分市地为了保证规划

目标实现，都以主管 部门为 主，与各单位签定了《 经

济责任书》。

四、适量增加投入。为促使农口生产性事业单位

充分挖掘设备技术潜力，大力开展综合利用、多种经

营，不断增强内在经济活力，提高为农村商品生产服

务功能，各级财政部门积极筹措资金，按照目标管理

的要求，择优支援生产性事业单位发展多种经营，开

展有偿服务，走 以事业养事 业的路子，逐步实现发展

经济、搞好服务、增 加收入和促进服务、 发展事业的

良性循环。截止 1986年底，我省各级财政部门用于扶

持农口生产 性事业单位发展多种经营的周 转 金 已 达

2 400 万元。淄博市财政局推行企业化管理 工 作起步

较早，他们根据生产性事 业单位的经营情况，已经将

单位的财政补贴取消， 改为事业发展周转基金，同时

每年还从 市级财力 中安排 100万 元，充 实 周 转金基

金，用于扶持规 划目 标中确定的单位发展多种经营项

目或帮助改善基本生产条件。枣庄市财政局按照规划

目标，一方面对 各单位的 财政补贴实行了逐年递减的

办法，逐步 切断 “输血管” ，另一方面则积极筹措资

金，有针对性地帮助解决影响、制约单位经济发展的

关键性问题、 并积极扶持发展多种经 营，以 增 强 其

“造血功能”。实践 证明，这种 “促 扶并 举”的 办

法，是保证规划目标顺利实施的一项有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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