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联系的费用。如生产过程突然中断时仍然发生的燃料、

动力费用等。

文章认为，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时间成本与生产经

营活动占用的时间成正比。生产经营活动的时间越短，

其时间成本越低；反之则越高。根据时间成本的这个特

性，我们不仅可以计算出时间成本的节约或超支额，还

可通过控制、压缩生产经营活动时间，提高劳动生产率，

相应地减少企业为使用时间所支付的费用。文章还从 9

个方面详细论述了时间成本的具体应用。
（行  北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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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双挂钩”办法  

完善企业分配机制

杨群义

近年来，江苏省盐城市郊区秦南镇政府在乡镇企业

分配中，实行“双挂钩”办法，不断完善企业内部分配机

制，较好地处理了各方面的物质利益关系。其基本做法

是：

1.企业职工报酬总额确定，实行“两步到位”双挂钩

办法。他们将企业职工报酬分为基本报酬和浮动报酬

两部分。（1）基本报酬与承包目标利润挂钩。人均基本

报酬总体上控制在人均计税工资的 1.12 倍之内（计税

工资和按 12%的计税工资提取的奖励基金），具体分为

900元、1 000元、1 100元、1 200元、1 300元五个标准。

企业则按全员劳动生产率的五个档次，即 1 万元以下、

1—1.5万元、1.5—2万元、2—2.5万元、3万元以上，与

基本报酬的五个标准对号入座，确定人均基本报酬，核
定基本报酬总额。基本报酬平时实发 70%，预留 30%待

年终联系企业目标利润完成情况结算。企业完成目标

利润，职工得全部基本报酬；完不成目标利润，按欠目标

利润的比例减半扣减基本报酬，直至预留的基本报酬扣

完为止。（2）浮动报酬与超目标利润挂钩。企业超额完

成目标利润，则按超目标利润的比例来分配超目标税后

净利润，作为浮动报酬总额。为了严格控制浮动报酬的

分配，规定浮动报酬额不应超过企业实现的全部税后净

利润的 20%。

2.承包者报酬分配，实行“突出实绩”双挂钩办法。

一是与企业职工人均报酬水平挂钩。实行规模效益系

数工资制，即按企业实现的销售、利润统一划分五个档

次的规模效益，分别确定承包者报酬系数（即职工人均

报酬的倍数），一般控制在职工人均收入的 1—3 倍之

内。对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承包者的报酬适当放宽到

职工人均报酬水平的 3—5倍。（1）对国家集体贡献大，
企业当年实现利税超百万元或利润在 50 万元以上，且

实绩比上年有所增长；（2）效益提高速度快，企业当年实

现利润在 10—50万元，比上年增加 10万元以上；（3）扭

亏增盈成效显著，企业当年实现扭亏为盈，且盈利在 10

万元以上；（4）发展外向型经济成绩突出，当年外贸收购

额占企业销售收入的 50%以上或外贸收购额在 300万

元以上，且年利润达 10万元以上，并比上年有所增长；

（5）“三资”企业年实现利润 20万元以上，且比上年有所

增长。二是与承包指标考核挂钩。在企业承包合同中，

侧重健全规模、效益、管理、后劲四大目标体系，以销售、

净产值、利润、流动资金周转天数、三项资金占用额、资

金自给率等指标，对企业承包者实行百分考核，联绩计

酬，比例奖惩。
3.职工报酬分配，实行“按劳联效”双挂钩的办法。

职工个人报酬分配根据按劳分配的原则和效益决定分

配的原则，实行“双挂钩”。首先与职工个人劳动成果挂

钩。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为了准确地反映职工支付的

劳动量，他们根据职工劳动的不同特点，实行多种计酬

形式。生产工人实行联质、联耗、联产计件工资制；非生

产人员实行联绩、联费、联时全额浮动工资制；供销人员

实行联销、联价、联资金回笼的费用包干制；技术人员实

行联效、联投、联期的革新项目收益分成制。二是与企

业实现效益挂钩。利多多分、利少少分，实行平时预分、

年终决分的两次支付报酬的办法，使职工个人报酬既与

提供的劳动挂钩，又与企业实现的效益紧密联系，真正

体现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分配制度的特点。

（作者单位：江苏省盐城市郊区农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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