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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电缆厂

我厂是生产各种电线电缆的综合性工厂，
为了提高经济效益，我们坚持眼睛向内，在企

业内部实行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通过实行

内部承包，改革分配制度，进一 步 搞 活 了车

间，挖掘了潜力，取得了比较好的经济效益。
我厂在实行内部承包，提高经济效益方面

的主要做法是：

一、明确承包指标，落实车间经济责任

实践证明，要搞活企业，必须搞活车间，
只有调动车间的积极性，才能进一步挖掘企业

内部潜力。在改革中，我们首先在全厂五个生

产车间实行了以“三包二联一分配”为内容的经

济责任制。“三包”，就是车间包产值、包利

润、包质量；“二联”，就是联系厂部下达的

各项经济指标，联系岗 位 责 任 制进行考核；

“一分配”，就是根据车间实现的利润，按确

定的分成率分配车间奖金。

为了进一步调动车间的积极性，去年，我

们又划小了核算单位，在二车间试行“六定九

保”的经济责任制承包办法，由车间主任与厂

长签订承包合同，把一系列经济技术指标层层

落实到车间、工段、班组和个人，使车间广大

职工都为完成各项经济技术指标挑重担。“六

定”，就是厂部对车间定利润总额、定人员编

制、定工资总额、定奖励基金、定商品产值、

定增奖率；“九保”，就是车间对厂部保产品

产量、保品种、保成本降低率、保生产资金平

均占用额、保质量、保能源耗用、保设备完好

率、保劳动生产率、保千人负伤 率 等 九 项指

标，厂部对车间进行综合考核。与此同时，我

们还对车间下放了干部聘用权、机构设置权、

职工调用权、奖金分配权、违纪惩处权、劳务

合作承接权等12条权限。在劳务合作承接权方

面，还规定车间在保证完成厂部下达的生产任

务和各项考核指标的前提下，有权通过厂部有

关部门对外承接外协和技术咨询等业务，技术

劳务费收入，车间有权分配。这一改革，调动

了车间的积极性，增强了车间的活力，又加强

了车间的经济责任，从企业内部财务体制上进

一步打破了车间躺在企业身上吃“大锅饭”的

状况。实行“六定九保”经济责任制后，调动

了各方面的主观能动性，如二车间努力加强自

身管理，结合车间实际情况，制订了车间内部

的二次分配办法，对车间的技职人员实行“五

挂钩”，对生产工人实行超工时计件奖。“五

挂钩”，就是工段长、职能组长的计奖与本工

段、本职能组的考核得分挂钩；生产计划员的

计奖与对口工段的得分挂钩；设备技术员的计

奖与对口工段的得分挂钩；工艺技术员的计奖

与对口服务工段的得分挂钩；记录核算员的计

奖与对口工段的得分挂钩，从而加强了车间各

级技职干部的工作责任感，提高了办事效率。
生产工人实行超工时计件奖的考核办法后，班

产量不断上升，质量有了显著提高。如绞线工

段，在人员减少 8 人的情况下，人均月产量比

过去提高9.15%。

二、努力降低物耗，从节约中求效益

我厂生产用的原材料，占成本的90%。为

了降低成本，对降低 物 资 消 耗，做到从严考

核，是提高经济效益的重要环节。在这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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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主要抓了以下三项工作：

1.抓原材料耗用系数压缩率的考核。我厂

规定对原材料耗用系数压缩率、废品废线压缩

率和有色金属节约额，每个季度考核一次，完

成厂部下达指标的，不扣分；未完成的按比例

扣分，把节约原材料与职工的利益联系起来。
2.实行限额发料和原材料节约奖办法。我

厂 在财政部门的支持下，已对铅、木盘、煤炭、

汽油等材料和燃料实行了节约奖的办法，做到

有消耗定额，有储备周期，有用料计划，从而

节约了大量物资。从1983年到1985年，通过试

行节约奖，全厂共节约青铅337.65吨，价值84

万元。1984年以来，全广从废硫酸铜中回收电

解铜63.6吨，回收旧电缆盘节约木材4，309立方

米，节约钢材2，958吨，共计节约400余元万，

使企业在节约中提高了经济效益。
3.应用现代科学管理方法，节约原材料。

在对原材料消耗实行经济责任制考核的同时，

还积极应用价值工程的方法改革产品结构，提

高企业自身消化能力。如通 过 价 值 工程的应

用，制做了一种用镀锌钢带代替硬铜扁作高压

充油电缆的螺旋支撑管，仅此一项去年就节约

铜1，650公斤，价值12，500元。又如在能 源计

量上应用微机技术，加 强 能 源 消耗定额的管

理，从1983年 到1985年，节约煤炭3，71 3吨，

价值29万余元，去年，又节约煤气97，752立方

米。

三、加强财务管理，做到 “三个适应”

随着经济责任制承包形式的实行，对企业

财务与会计工作的要求越来越高。为了使财务

管理适应企业改革的需要，我们切实加强了财

务管理，在“三个适应”上狠下功夫：

1.在加强基础工作上下功夫，使各项基础

工作适应经济责任制考核的需要。首先，我们

制订了“成本管理办法”、“经济核算管理办

法”、“车间月末在制品盘点规定”、“专用

基金管理办法”等30多种管理制度，并汇编成

册，发给各有关人员，作为开展厂内经济核算

的依据。其次，抓各项技术经济定额、原始记

录和各种计量器具的管理，使各项基础工作达

到健全、完善、配套、严格、扎实的要求。如

在抓工时定额方面，我们根据先进、合理的原

则，对全厂15个系列、246个品种、2万多个规

格的产品，编制了单位成套工时定额，使定额

水平比原来提高17.6 %。为了进一步加强定额

管理，我们还运用数理统计方法，加强定额完

成水平的统计和分析，进行定额达额率的预控，

使定额管理工作进一步满足了经济责任制考核

的需要。

2.在提高财务管理水平上下功夫，做到集

中与分管、监控与预测相结合，使日常财务管

理适应企业内部承包的需要。为了 加 强 对 资

金、成本和利润等财务指标的考核，我们把集

中管理与分级管理结合起来，做到职责明确，

责、权、利 致。所谓“集中”，就是把全厂

财务指标统一归口到财务部门，进行集中统一

管理；所谓“分管”，就是把全厂财务指标分

解成若干小指标，具体落实到有关车间和科室，

实行经济责任制考核，在全厂形成一个纵向多

层次的财务指标管理体系，层层实行目标管理。
与此同时，我们还对财务计划的执行情况经常

进行监控和预测，监督、控制和检查财务收支

是否合理合法。在监控和预测的过程中，我们

应用了电子计算机等科学管理方法，建立和健

全各种原始记录，加强内部承包各个环节的统

计和计量工作，使监督和预测有据可依。
3.在加强质量成本管理上下功夫，使质量

成本管理适应全面质量管理的要求。我厂在经

济责任制考核中重点抓了质量指标，从1984年

开始，我厂应用质量成本的方法，确定划分预

防成本、鉴别成本、内部故障成本和外部故障

成本四个成本项目、37个明细子目。同时明确

费用划分范围、资料来源、原始单据表格内容

和传递程序，从厂部到车间实行二级核算，收

到了较好效果。如供应部门通过质量成本核算

工作的开展，从保证材料的质量出发，消除多

余成本，将 1 号青铅改换为 4 号青铅，每吨可

节约65.15元，从而降低了成本，提 高 了经济

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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