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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离分流  再造活力
——株洲 电力机车厂“两个剥离”改革的调查与思考

石化龙

株洲电力机车厂是一个有 60 余年历史、10 500 余

名职工的国营大型企业，过去实行的是典型的计划经

济，每月生产多少台电力机车、什么时侯生产出来、什

么时侯交付使用，都是按上面下达计划安排好的。面对

汹涌而来的市场经济浪潮，这家老企业步履显得沉重

而缓慢。近三年来，该厂在株洲市委、市政府的帮助下，

进行了“两个剥离”（即生活后勤系统与工厂主体剥离，

辅助生产系统与直接生产系统剥离）的改革探索，取得

了较好的成效。该厂每年利税都在 1 亿元以上，职工人

均收入近 1 万元，生产每年增长 20% 至 30%

企业包袱沉重  剥离势在必行

长期以来，由于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该厂形成

了一套“大而全，小而全”的自我封闭管理体系。在这种

体系下，生活服务组织与生产混合运行、社会与企业职

能交叉错位，生活后勤、辅助生产单位不但难以按照自

身的客观规律得到应有的发展，反而成了工厂进步的

沉重包袱。

——机构庞大，工厂不堪重负。该厂有 9 个辅助生

产单位 ，4 个生活后勤服务部门，还有包括幼儿园、技

校、体校、职校、党校在内的各类学校共 7 所，从业人员

近 4000 人，占工厂总人数的 40%，拥有固定资产 1.5

亿元，占全厂的 30%。据调查，这些部门劳动生产率普

遍低于同行业水平，而工资和设备、装备又高于同行

业，因而长期处于亏损或微利状态，工厂每年用于辅助

生产、生活后勤系统的补贴数目巨大。1991 年，工厂仅

给生活后勤部门的补贴就高达 329 万元。

——职工生活、后勤事业的发展形成了恶性循环。

由于生活后勤建设割裂了“投入-产出-再投入”的经

济发展链条，生活、后勤事业支出费用全靠工厂拨给，

致使职工生活中的一些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1992 年

前，全厂有近 600 户家庭无房可居、1 000 户居民用不

上液化汽，职工洗澡排长队等等问题成堆。这些生活问

题，影响了职工的劳动积极性，困扰着企业集中力量发

展经济，又使得生活后勤发展所需的资金来源日渐枯

竭。

——资源浪费严重。该厂辅助生产单位设备较好，

人员素质亦较高。但由于单纯对内服务，而工厂这方面

的需求毕竟有限，所以，工作任务长年不饱和，设备利

用率和全员劳动生产率都很低。如工模具车间，1991 年

设备利用率只有 20.4% ，全员劳动生产率只有 10 707

元/人年，远远低于工厂平均水平。

——生活后勤、辅助生产单位加强管理，强化服务

的积极性受到抑制。由于对这些部门实行的是指标控

制、按实报销的管理形式，因而形成了干多干少、干好

干坏、干与不干一个样的不利局面，缺乏加强管理、强

化服务的动力和压力，导致这些部门效益差、服务质量

差。职工食堂过去饭冷、菜冷、人冷，职工反映强烈，成

了一个“老大难”问题。

引入竞争机制  促进剥离分流

怎样才能摆脱企业办社会所带来的困难和困扰

呢？全厂上下经过广泛讨论，大家认识到：根本出路在

于实行“两个剥离”的改革，打破“大而全，小而全”的自

我封闭的管理体系，让辅助生产、生活后勤部门走向市

场，从工厂的附属机构转变成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从

单纯对内服务变成面向社会开放，从福利无偿服务转

变成经营有偿服务。

第一个剥离就是根据“自 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

发展、自我约束”的要求和责、权、利相统一的原则，把

工厂生活后勤系统的机构和职能进行合并调整，组建

了全国第一家具有法人资格的第三产业发展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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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辖 10 个法人单位、两个营业单位。这些下属单位全

部实行独立核算，分别从事工商贸易、生活服务、建筑

房产、医疗卫生、运输安装、技术服务等经营工作。

第二个剥离是让工模具、电热、装备等 5 个辅助生

产单位实行相对独立经营，由工厂给予相对独立的经

营决策权、产品（劳务）定价权、用工权、劳动人事权等。

他们让这些单位自行消化职工工资、奖金和各种

税费；法人单位按其占有的固定资产向工厂交纳租赁

费；相对独立的承包经营单位要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

和增殖，按其占用资产总额，向工厂交纳利润（利润=

社会同行业资金利润率 ×资产总额）。

三产公司成立后，一方面围绕职工福利事业的转

轨变型，制定实施了“公房提租补贴办法”、“公房出售

办法”和“超面积加租办法”等三个实施细则，推行了住

房制度改革；进行了液化汽放开经营，实现了价格、用

户两放开；开展了公有民营的改革，对食堂、饮食网点、

澡堂等生活福利事业实行集体或个人公开租赁、招标

承包经营。另一方面，面向市场，开拓经营。先后兴办了

30 多个商业服务网点和文化娱乐设施，新建了国道汽

车修理厂和年产机制砖 1 800 万块的东流新型建筑材

料厂等经济实体，还兼并改造了株洲市儿童服装厂。

五个辅助生产单位与工厂剥离后，变成独立核算、

面向社会的经济实体，既为工厂的主车间服务，又面向

社会，干部职工的主动性、创造性、积极性大大增强，它

们向内节约挖潜，深化改革；向外广开门路，开源增收。

通过剥离，工厂形成了三个体系，即生产体系、辅

助岗位体系和三产服务、后勤（包括劳服公司）等三产

体系。

剥离，带来的可喜变化

株洲动力机车厂进行的“两个剥离”的改革，虽只

迈出了第一步，但已产生了良好的效益，出现了可喜的

变化。

——加快了生活后勤事业的发展，减轻了工厂负

担。实行生活后勤系统与生产的剥离后，生活后勤部门

从服务对象身上获取与劳动相应的报酬，从而一定程

度上弥补了生活后勤事业发展所需资金的不足，推动

了这些事业的发展。剥离后的第一年，全厂新建住宅

38 895m 2，比 1992 年多建 30 702 平方米，612 户职工

家庭喜迁新居，缓解了“住房难”的矛盾；职工家庭普遍

使用上了液化汽。在没有新建澡堂的情况下，现在职工

洗澡可以随到随洗。同时，工厂的负担也得以减轻，住

房负担从 1991 年的 507.8 元/m 2 降到目前的 153.6/

m 2，液化汽负担从 96.7 元/户降到 30 元/户。企业办社

会这一块，原来企业补贴近 1 000 万元，1993 年、1994

年分别盈利 700 万元、1 000 万元，变企业负担为企业

财富。

——资源得到合理利用，经济效益提高。生活后

勤、辅助生产单位从单纯对内服务变为面向社会开放

后，这些部门在保质、保量、按进度为工厂服务的基础

上，利用富余的资源承接社会项目，弥补了任务的不

足。如工模具车间发挥自身的优势，从广东沿海等地承

接市场业务近 200万元，设备利用率提高到了 77.5% ，

全员劳动生产率达到了 25 866.7 元/人年，分别比

1991 年提高了 279.9% 和 141.6% ，利润从亏损 30 万

元变为盈利 50 万元。

——强化了管理和服务。生活后勤、辅助生产部门

与工厂、职工之间以市场为纽带的买卖关系，给这些单

位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和动力。如，生产贸易公司就一改

过去那种“固守阵地，坐等客人上门，到点关门”的官商

作风为“走出去，服务上门，延长工作时间”；一改过去

“长明灯、长流水。的浪费习气为“精打细算、勤俭办

事”；一改过去’饭冷、菜冷、人冷”的“三冷”现象为“热

饭、热菜、热面孔”，年节约水 72 296.8吨、电 3 405 度、

汽 415.5吨，总计节约开支 36 万元。电热车间针对过

去配件丢失严重的问题，自己组织力量建立了中间仓

库，并制定完善了配件管理办法，基本消灭了配件丢失

现象，既得到了用户的好评，又节约了开支。

——促进了工厂的发展。两个剥离进行之后，工厂

领导摆脱了职工生活问题的困扰，集中力量抓好生产

和管理。1992年，厂领导集中精力搜集、研究经济发展

信息，从而抓住了国家加强铁路建设这一机遇，果断决

策超产十台载重货运机车，一举为工厂增加销售收入

4 100万元。在产品的开发上走引进消化吸收，实现跳

跃式发展的道路，跟日本、瑞士、德国、美国等搞国际合

作，开发自己的新产品，从 60 年代的产品跳过 70 年

代，进入 80 年代，使工厂有能力参加国际招标，并连续

两次中标，出口了 30 台电力机车，技术提高了，效益也

提高了。

——拓宽了就业渠道，安置了富余人员。“两个剥

离”的实施，生活后勤、辅助生产单位不仅对内部富余

人员进行了部分安置，而且还安排了工厂富余人员 251

人，社会待业青年 78 人，为工厂内部改革的顺利进行

和社会的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

人还是那些人，设备还是那些设备，为什么剥离后

大变样？用 一个工人的话说：“过去是三个‘和尚’等水

喝，现在是一个‘和尚’挑水喝，没有依靠，有了干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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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离，留给人们的思考

之一，以政策扶持为主，扶上马送一程。实行“两个

剥离”，既是一个逐步“断奶”的过程，也是一个涉及社

会方方面面的重大改革，光靠企业“剃头挑子一头热”

是难以做到的，必须政府和企业共同努力。在改革中，

他们一方面争取市里给予必要的政策扶持，另一方面，

工厂也区别不同情况，适当扶持。如创办三产公司时，

株洲市政府给予了三产公司十二条优惠政策，同时，工

厂又下发了《关 于加快第三产业开发总公司发展的若

干规定》，明确提出了十四条优惠措施，解决了三产公

司发展中急需的场地、设备、资金等方面的问题。这些

都为三产公司的成长壮大、最终“断奶”创造了宽松的

社会环境。

之二，广开渠，缓放水。剥离不仅触及到每个人的

切身利益，更重要的是要与传统的旧观念决裂。因此，

该厂进行的剥离改革既积极主动，又不急于求成，成熟

一个，剥离一个，不搞一刀切。

之三，变暗补为明补。实行“两个剥离”，让工厂、职

工同生活后勤、辅助生产单位之间从过去工厂包揽的

旧关系，变成以市场为纽带的买卖关系，就必须变暗补

为明补。为此，该厂把过去通过生活后勤部门暗补给职

工的部分，以现金的形式直接补给职工。在此基础上，

逐步放开了这些服务项目的价格，让其随行就市，按市

场规则运行。
之四，建立适应市场的经济体制，营造好剥离的软

环境。被剥离出去的单位实行了干部能上能下，职工能

进能出，收入能高能低的经营机制，这是搞好人员分流

的重要因素。剥离，“逼”着人们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调

整心理因素，适应环境的变化，找到自己应有的位置，

剥离，使学文化、学技术、练本领、增强市场经济条件下

抗冲击能力的风气在株洲电力机车厂更加浓厚了。

责任编辑  秦中艮

财会动态简讯

冶金部召开“两个中心论”高级财务管理研讨会

为了进一步丰富冶金部刘淇部长于去年 8 月提出

的“企业管理以财 务管理为中心，财务管理以资金管理

为中心”的理论（简称“两个中心论”），开拓新思路，推

动冶金财务管理 工作迈上新台阶，冶金部经济调节司

和冶金会计学会于 9 月12- 1 4 日在天津钢管公司召

开了财务管理高级研 讨会，围绕“两个中心论”进行了

深入的研讨。来自全国各冶金企事业单位的财务副总

经理、总会计及有关高等院校的专家、教授等共 60 人

参加了会议。大家结 合一年来冶金财务管理理论和实

践的发展情况，就“两 个中心论”的理论基础和现实要

求、财务管理的职能作用、财务管理 与其他专业管理的

关系、财务管理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地位及中外比较、

确立财务管理中心地位的标志及实践中的难点和阻力

等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大家认为，“两个中心论”是市场

经济条件下现代企业管理的客观要求，既是由企业追

求经济效益这个根本宗旨决定的，也是由财务管理的

本质特征和职能作用所决定的。财务管理是企业的一

项综合的价值管理，财务目标是企业整体目标的体现，

财务工作贯穿企 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全过程，通过财务

资金预算控制和成本的管理，可对企业各项生产经营

活动和各项专业管理进行统驭、协调、控制，促进各项

活动围绕企业的总体目标而展开，并保持财务状况的

良好。代表们认为，“两个中心论”是我国新时期财务管

理理论的重大突破，对财务理论工作者和实务工作者

都提出了新的课题。会议呼吁广大财会人员更新观念，

增强责任心和使命感，不断提高整体业务素质，自觉担

负起时代赋予的使命，为确立财务管理的中心地位，提

高企业财务管理水平做出新的贡献。

（本 刊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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