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搞好大中型企业

效益之路在何方
—在鄂中央企业 提高经济效益长镜头

杜绪来  乔德卫

企业经济效益不高是困扰我国经济的一个

重要的因素，也是导致我国财政困难的主要原

因。效益之路在何方？人们在思考、在探索。然

而在湖北有这么一批中央企业，在同样的环境

和条件下却能闯出新路，使企业的经济效益不

断地提高，他们的路是怎么走的？笔者摄下了几

个镜头。

镜头之一：狠抓技术进步，走科技效益型道

路

国营华光器材厂，是一个坐落在鄂西山沟

里的军工企业。过去，这家工厂每年靠吃国家百

万元“基建维持费”度日，现在每年实现利税

800多万元。1987年该厂被评为国家二级企业，

1991年又通过国家一级企业正式评审，成为湖

北军工企业唯一的一级企业。他们的秘诀在哪

里？正如该厂领导所说的“技术含量决定产品质

量，产品质量决定企业效益和兴衰”。是的，他们

走的是一条科技效益型的道路。

该厂依靠科技，走自我积累改造之路，连续

6年没有向国家贷款一分钱，研制生产出 7 个

高技术产品，其中 6项填补国家空白，变色眼镜

片已超过国际同类产品水平，产品 50%出口，

已赚回一个半工厂。连熔法是国际 80年代光学

玻璃熔炼新技术。当有的厂家成套引进国外设

备时，华光器材厂却靠自己的力量进行研制，仅
用一年时间就建成了铂金连熔生产线，比靠引

进的厂家早半年投入运行，良品率提高 2.1倍，

能耗降低 78%。1989 年，工厂又自行设计建造

了瓷铂连熔池炉生产线，这是国际第四代玻璃

熔炼新工艺。目前工厂已拥有三条瓷铂连熔生

产线，生产能力由 1983 年 10月投产时年产 42

吨提高到 522吨。工厂研制的神光高功率激光

核聚变装置专用光学玻璃达到国际 80年代先

进水平，获得国家发明奖。他们在全国首创变色

眼镜片系列化、光学镜片系列化和超薄镜片系

列化，这三类镜片的产量均居全国第一，人均年

创利税 7万元。
华光器材厂靠自我积累自我改造已成为国

内外市场上声名显赫的科技效益型企业。工厂

每年把企业留利的三分之二用于技改，先后拿

出2 000 多万元自有资金，每年完成重大技改

10多项，小改小革近百项。

镜头之二：调整产品结构，走新产品效益型

道路

黄石纺织机械厂在机械行业不景气的情况

下，根据市场变化，大力调整产品结构，逐步开

发出一批高水平、高创汇、高附加值的新产品，

跻身国际市场，企业经济效益在全国同行业中

稳居上游。

在市场急剧变化的大潮面前，该厂没有坐

等、观望，而是闻风而动，抽调人马组成 6 个小

分队，前后用半年时间到全国 59 个城市和地

区，访问了 100多家用户，基本弄清了全国印染

行业的生产能力、设备现状、技术改造方向，并

根据市场行情在产品结构上作了大的调整，从

过去主要面向沿海城市转到主要面向边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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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从过去主要为大厂服务转到尽力满足中小

企业、乡镇企业的需要。大调整后，该厂立即抽

调全厂三分之一的技术人员，组成“老机”改造

班子，上门到一些资金短缺，无力更新设备的印

染厂服务，这样用户花钱不多，收效很快。该厂

集中领导班子的智慧，提出“产品开发、技术开

发、市场开发”三位一体战略，集中技术优势，组
建工厂研究所。接着，导演了有声有色耐人寻味

的“三部曲”：和荷兰、德国公司合作，设计生产

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圆网印花机、高速炼漂机；

学习、吸收外国公司先进的技术和工艺，设计生

产出物美价廉可以替代进口的新产品；高起点

引进国外最新技术，借用“洋拐杖”攀高峰。通过

增量投入，带动存量优化，逐步开发一批新产

品，挤进国际市场。

经过三年拼搏，工厂产品品种由过去的 两

三种，发展为目前的近百种，产品还出口到东南

亚，有的产品在国际发明博览会上荣获奖牌，工

厂的经济效益也显著提高。

镜头之三：向内挖潜，走增收节支效益型道

路

近几年，江汉石油管理局勘探开发的环境

越来越困难：勘探投资少，新资源接替不上，储

采比例失调；成本费用居高不下，实际亏损指标

大，投资挂帐多；设备老化，更新改造难度大；流

动资金严重不足。这些困难迫使江汉石油管理

局向内挖潜。从 1988年起，该局就开展了既拣

芝麻，又抱西瓜的全方位的“双增双节”运动。特

别是 1990 年，局党委提出了人均增产节约

1000元的目标，先后开展了“献一计，解一难”，
“假如我是厂长”，“提良策，拣黄金，献千元”，
“当主人，提建议，作贡献”，“回娘家，献计策”等

活动，把各种丰富多样的思想教育与增强启发

职工的双增双节自觉性融于一体。近两年全局

累计有 42 300多名职工直接参加了竞赛活动，

提合理化建议 26 744 条，被采纳了 10 333 条，

创造经济价值 5 194 万元。为了促使双增双节

目标的完成，该局还亮出了“三板斧”：一是双增

双节成果要“库房见物，帐上见钱”；二是将双增

双节从指导性任务变成指令性任务。每年的利

润指标分作利润总额和双增双节两块下达，完

不成双增双节任务的，经济利益不予兑现；三是

与政治荣誉挂钩，完不成双增双节指标的单位

没有资格参加年度“双先”工作的评比。

由于措施得力，1990 年，该局增产增收

2 696万元，节约开支 742 万元，修旧利废 558

万元，经济效益十分明显。

镜头之四：发展企业集团，走规模经济效益

型道路

在我国企业发展的舞台上率先登场的企业

集团——东风汽车集团，到今年已走过了 10年

不平凡的历程。经过集团内外各方的不断探索，

集团的经济实力、产品覆盖率、年销售额等都已

在全国企业集团中名列前茅，并且成为世界三

大卡车生产厂家之一。

从集团的主导企业二汽本身来看，中吨位

卡车的生产能力近 5 年每年以 1 万辆速度递

增，目前年生产能力达到 14 万辆，这种生产能

力的快速形成，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了零部件的

扩散，专业化程度的提高，自制率的降低。二汽

5 吨载重车已扩散零部件 671 种，自制率为

58%；8吨载重车扩散零部件 1 652 种，自制率

仅为 50%，这就是说，二汽有相当一部分生产

任务由集团成员分担。

东风汽车集团的形成与发展，生产能力的

提高，品种系列的扩展，使二汽取得了较好的规

模经济效益。仅在“七五”期间，二汽就实现利税

33.93 亿元，上交国家利税 19.2 亿元，分别是

1985年前累计数的 1
.
58 和 1.52倍。同时，在

集团成员企业中，不少成员企业由联营前的亏

损大户，一跃而成为当地的盈利首户。充分发挥

了专业化大协作的规模经济优势，提高了联合

各方的经济效益。

镜头之五：完善内部经济承包责任制，走内

部承包效益型道路

大冶有色金属公司在深化内部改革、强化

经营机制过程中，不断完善以经济承包为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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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效益承包为中心，以各种单项奖为补充的内

部经济承包责任制，促进了企业经济效益的稳

步提高。近几年，该公司上交国家利税总额每年

平均递增 12%。
每年，公司根据总公司对上交利税的要求

和企业的生产能力，由计划处提出产量初步计

划，技术处提出采、剥、掘计划，财务处根据上述

计划测算年度利润目标值，制定和平衡成本、资

金等财务计划，经过综合平衡后，对各项计划的

目标值进行分解，坚持科学合理地确定各二级

单位利润、费用、成本、产量、作业量、质量、安全

等经济承包指标，经职代会讨论通过后下达给

各单位执行。各单位又将这些指标层层分解落

实到车间、工段、班组以至个人，做到千斤重担

万人挑，人人肩上有指标。全公司建立经济承包

考核指标 2 912 个，形成了横向到边、纵向到

底、纵横交错的指标考核体系。

在承包形式上，他们坚持不同单位采用不

同承包形式。对主要生产单位和辅助生产单位

实行目标利润与核定的工资基数挂钩，欠利自

补，超利分成，产量、作业量、质量、主要技术经

济指标和安全生产作为确保的指标；对费用单

位实行费用包干考核，费用超支自补，节约费用

按一定比例分成；对建安公司等单位实行百元

产值工资含量包干，上不封顶，下不保底。

在承包考核方法上，他们原来采取各单位

按月自行考核，公司对各单位半年考核、年终结

算的办法。有的单位年终考核完不成指标，结算

难以兑现。为了促进按形象进度均衡完成计划，

1989 年改为季度考核，1991 年又改为按月考核

兑现。今年 3月份，该公司铜录山矿和铜山口矿

两单位未完成产量和利润计划，公司按承包责

任制考核规定扣发了两矿全部奖金和部分工

资，在职工中引起很大震动。两矿 7 000余名职

工变压力为动力，苦战 4 月份，一举超额完成月

计划，并弥补了 3 月份的亏空，公司也及时补发

了两矿的奖金和工资。考核及时，奖罚兑现，促

使了各单位加强管理，生产经营和各项经济指

标出现逐渐上升的好势头。

镜头之六：强化各项管理，走管理效益型道

路

几年来，长江轮船总公司以“抓管理、上等

级、全面提高企业素质”为目标，扎扎实实地强

化各项管理工作，向管理要效益，取得了显著成

效。

首先，总公司针对运输企业的生产特点，狠

抓以安全生产为重点的全面质量管理，截止

1989 年底，全线共成立 1 861 个 QC 小组，取得

842 项成果，有 20个 QC 小组获全国和交通部

优秀奖，113个 QC 小组荣获总公司优秀奖。所

属金陵船厂连续三年被南京市评为质量管理先

进集体，重庆长江轮船公司、东风船厂的全面质

量管理通过了总公司和重庆市的达标验收。武

汉长江轮船公司也通过了总公司的达标验收。

其次，总公司普遍实行了目标管理。全线各

公司先后推行了收入目标管理、成本目标管理

和利润预算管理等办法，逐步逐级分解落实，责

任到人，并对各项目标实行动态监控。由于目标

管理和经济责任制挂钩，并结合承包经营检查

考核，各单位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第三，从加强基础工作入手，强化各项专业

管理。1988年公司重新调整了各项管理系统，

围绕生产、船技、物资、计划、劳资、财务、安全，

建立健全了各项规章制度，狠抓了定额、计量、

信息、培训等基础工作，逐步把各项专业管理纳

入标准化、规范化、制度化的轨道。

强化管理给长江轮船总公司带来了巨大的

活力和效益。1984 年至 1988 年总公司的运输

利润曾以每年 2 000多万元的幅度递减。现在，

这种局面已经得到了遏制，1989 年总公司运输

实现利润比 1988 年增长了 152%，1990 年比

1989 年又增长了 70%。

这几个镜头只不过是在鄂中央企业提高经

济效益海洋里的几朵浪花，但它给我们以启迪，

倘若每个企业都能根据自身的特点，从实际出

发，找准适合自己提高经济效益的突破口，企业

的活力何处不在，效益之路何处不有！路就在脚

下。

（作者单位：财政部驻湖北中企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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