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避免地产生发包部门相互推诿和扯皮的现象。

<五 >少数地区出现了对少数资源性商品的区域性

封锁。由于外贸承包主要是以地方政府为承包主体，

所以，有些地方政府为了完成承包指标，对本地 生产

的少数紧缺的资源性商品实行行政性的 封锁，将会对

资源的合理配置 造成一定影响。

<六>外贸企业的短 期利 益行 为抬头。主 要表现

在：经营决策上追求短期利益，福利消费基金超前分

配，部分企业扩大再生产的机能相对削弱，等等。

二

在今后两年里，外贸承包经营责任制应当如何进

一步完善和发展？笔者认为，应 当认真抓好以下几个

方面：

<一>在政企分开、 两权分离的基础上，理顺外贸

企业的产权关系。在目前，明确产权主体，理顺产权

关系。主要是抓紧建立 “外贸国有资产经营机 构”，

替代目前政府行使的外贸企业资产所有 权，并且尽可

能替代政府成为外贸企业承包的发包主体，与企业共

同承担资产经营的责任。“外贸国 有资产经营机构”

可分设中央和地方两级机构，分别负责中央和地方外

贸企业的资产经营。

<二>加强中央政府的宏观管理，强化经济调节手

段.加强中央政府的宏观管理，主要是协调好各地政

府的外贸政策 管理，保 证全国外贸基本 政策的统一

性，特别是要从政策上保证各地各类外贸企 业在平等

的条件下竞争，并且，中央政府要加强对地方政府外

贸发展战略的指导，搞好出口结构的协调，从进出口

宏观管理上搞好社会性的资源合理配置；同时，应当

对少数于国计民生有重大关系或对国内市场牵动较大

的出口商品强化计划管理。强化经济调节手段，主要

是进一步完善适应外贸承包经营责任制的 各项配套政

策措施，特别是要注意研究运用价格、汇率、关税、

信贷等经济手段，帮助外贸企业自我消化因通货膨胀

和资金短缺等造成的困难，为进一步完善外贸承包经

营责任制创造更好的外贸宏观经济环境。

<三>进一步简政放权，把外贸企业应 有的权力彻

底放给企业。外贸企业实行承 包经营、自负 盈亏以

后，出口责任和盈亏风险都落到了企业。因此，政府

有关部门应当把属于企业的权力彻底放给企业，主要

包括外贸企业的自主经营权、 劳动工资权和财务分配

处置权，等等。

<四>进一步搞好企业内部承包，增强企业的自我

约束机能。应当在推广招标承包和全员风险抵押承包

等多种企业承包形式的基础上，进一步搞好企 业内部

各项承包，把企业领导和职工的利益与企业承包的成

果结合起来，增强企业的自我约束能力。同时，要加

强引导企业处理好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的关系，促使

企业把利润留成中的大部分资金用在扩大出口和发展

业务上来。

<五>进一步完善企业内部管理制度，加强企业管

理的基础工作。目前，许多外贸企 业的管理基础工作还

十分薄弱，内部管理的规章制度不健全，少数企 业还

存在着比较严重的损失浪费现象。因此，应当帮助企

业建立和健全管理制度，推广目标管理和定额管理，

提高经济效益，增强盈 亏风险的自我抵御能力。
<六>全面推行经理任期目标责任制，搞好企业的

民主化管理。要认真贯彻《企业法》的规定，形成以

经理为中心的企业决策指挥系统，建立和推广企 业经

理任期目标责任制。同时，还要加强企业的民主化管

理，企业的重大决策和有关分配政策，要交给职工民

主讨论，增强企业决策的透明度和民主基础，培养企

业职工自我关心企业经济效益、自我约束经营行为的

积极性，以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和职工对企业风险的承

受能力。

经验点滴

按正反顺序轧数好

潘晓民

在财会核算中，经常需要轧算合计数字，轧算的

方法通常是把数字从头到尾轧两遍，如果两次轧的结

果一样，那么就基本认为这个结果正确了。其实也不

一定正确，这是因为人们容易犯规律性的错误，即第

一次犯的错误，在第二次按原来程序进行时，又犯同

样的错误。因此在轧算时，最好按数字先后顺序先轧

算一遍，然后打破这个程序，按由尾及头的顺序再轧

算一遍， 如果两次轧算的结果一致，这个结果就比较

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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