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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十六 项经济效果指标

进行考核是怎么回 事

问：

最近，国家经委、国家计委、国家统计局、财政部

等单位制定了《定期公布主要经济效果指标的实施细

则》，决定对省、市、自治区十六项主要经济效果指标

进行考核。请问十六项经济效果指标包括哪些内容？怎

么考核？有什么意义？

答：

这十六项指标是：工业总产值和增长率；主要工业

产品产量完成计划情况；主要工业产品质量稳定 提高

率；工业产品优质品率；主要工业产品的原材料、燃料动

力消耗降低率；每万元产值消耗能源和降低率；工业企

业销售收入和增长率；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和增长率；工

业企业上交利润和增长率；工业企业产值利税率；工业

企业销售收入利润率；工业企业定额流动资金周转天数

和加速率；工业企业产成品资金占用额和降低率；工业

企业可比产品成本降低额和降低率；工业企业全员劳动

生产率和增长率；工业企业职工重伤、死亡人数和降低

率。
上述十六项指标中，有十项采用指标计分的办法。

与去年同期相比指标改善的计十分，持平的计五分，下

降的计零分。产品质量稳定提高率和产品消耗降低率凡

在80%以上的计十分，60%至80%的计五分，不足60%
的计零分。与去年同期比较，增减幅度小于或等于千分

之五的视为持平，增减幅度超过千分之五的视为改善或

下降。但可比产品成本降低率和每千名职工死亡人数降

低率除外。
为什么要实行十六项指标的考核呢？过去我们也曾

经对企业实行八项经济技术指标的考核，但是，在执行

时并没有对这八项进行认真地考核，反而把八项以外的

产值作为考核的主要依据，即“老九当家”。由于我们

在经济工作中，片面追求高速度、高指标，忽视经济效

益，造成很大损失。比如1981年虽然产值水分比过去少

了很多，但也还有问题。据国家计委测算，去年因不合

理的超计划生产而造成积压的几种大宗商品约占全 年

产值的0.9%，因此实际增长速度只有 3 %左右。盲目

追求产值速度的结果必然是重复“工业 报喜，商 业 报

忧，仓库积压，财政虚收”的现象，最后还是靠银行发票

子，使国家和人民遭灾害。
对主要经济效果指标进行考核，是用行政办法，从

宏观上考察各地区的综合经济效果。它可以进一步端正

我们发展经济的指导思想，把根本出发点放在提高经济

效益上。按照这个考核办法，可以分析各个地区的产值

年增长速度，按老办法算是多少，水分大体是多少，真

正有效益的速度是多少，定期公布出来，进行评比。各

地也可以通过考核，看到自己的差距和薄弱环节，加强

经济活动分析，促进比学赶帮超活动的开展。总之，只

要我们把这项工作扎扎实实地搞下去，视野就更宽阔，
信息就更多，就能更及时地为各级领导提供比较系统、

比较全面的经济动态情况，真正当好助手和参谋。
定期公布各地经济效果指标还是第一次试行，可能

不完善、不尽合理，需要在执行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
使指标内容和实施细则逐步健全和完善起来。

（康春芳）

（摘自1982年 5 月 3 日《工人日报》）

的有关规定制度，做

到一丝不苟。比如，税额大写时，零要一律写

成大写的零，地址要一律从省写到生产队。有

的同志对这样的要求不理解，但是做了思想工

作以后，同志们都是乐意执行的。这样做对于

防止差错是有好处的。第三，要提高税务干部

政策业务水平，这是做好票证审核工作的重要

保证。税务干部的业务水平高，熟悉政策和有

关规定，填票差错率就低。实践证明，票证填

写的差错，大多数是因为填票人员政策业务水

平不高造成的。所以一定要千方百计地提高税

务干部的政策业务水平。
几年来，由于我们对税票的认真审核和干

部业务水平的提高，税票填写的差错率有所下

降。我们要不断地改进审核工作，提高审核税

票工作的质量，使审票工作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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