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亲手传授新技术、 新工艺， 一 起 抓产量、质量、消

耗、销售，经济效益大增，到年终盈利20万元。

四，推行目标成本管理，健全经济责任制

麻城化工厂近几年产量不高，销路不畅，在亏损

边缘上挣扎。1985年销售部门想了一些办法，将产品

打进中央冶金开采企业、山区公路建设和旅游区建设，

找到了新的市场。并抓紧配套改革，把 生产和流通搞

活，做到批零不限，灵活作价，改进包装，服务上门。
根据自己的条件，以生产炸药为主，兼生产塑料包装

袋和水泥制品，争来大批用户。在企业内部积极推行

目标成本管理，健全经济责任制。将目标总成本分解

到车间、科室、明确成本项目，规定经济责任，一级

抓一级，上对下“包”，下对上 “保” ，1986年 1 至

8 月利润比上年同期上升55% ， 成本大幅度下降。

理财广场狠抓增收 节支  提高经济效益

天 津市邮电管理局

1986年以来，我局认真贯彻了中央书记处对邮电

工作的重要指示，在搞好通讯生产建设、提高通信质

量、改善服务的同时，着重抓了增收节支，提高经济

效益的工作，并取得了一定成绩。上半年，业务总量

比1985年同期增长17.12%；业务收 入增长20.49% ，

业务支出低于业务收入增长的幅度；全员劳动生产率

提高16%。我们是怎样开展工作的呢？

一、积极发展业务，增加收入。

发展业务，增加收入是提高企业经 济效益的根本

途径，为此.我们积极发动群众，加强业务管理和宣

传。
1.在报刊发行方面，为方便读者，节省企业劳务

付出，大力发展报刊零售业务。1985年 以 来，市区和

各区县共增 设 报 刊 零售网点193处（其 中 报刊亭15

个），140个市内各邮电支局、所 全 部办理报 刊零售

业务，增加临街报刊零售窗口，还积极开 办了报刊批

销业务，批销户有320个。目 前订 零 比例为28% ，比

1985年同期增加10% ，名列全国第一。

2.大力发展商品包裹业务。为加速包 裹传递，解

决场地紧张，减少中间作业环节，在市内44个支局实

行了包裹直封 直投办 法。 1986年上半年，直 封 商包

59，566袋，占全部 商 包的41.99%，节 省包裹处理人

员20多人。各区、 县局也加强了对乡村企 业用户交寄

商包的调查，积极揽收，方便交寄。上半年全市收寄

的商包比上年同期增长3.4%。

3.为适应集邮爱好者的需要，积极组 织集邮票源

备好各种集邮品，并增加集邮出 售点12个，集邮营业

额逐年增长。

4.加快发展用户电报和国际长话 业务。用户电报

总数已达159户，比1985年同期翻了一番。引进的长途程

控一千线设备投产后，开通了到日本和香港地区的全

自动电路。1986年上半年，国际电话业务 量比上年同

期增长106%。初步改革长话作业 程序，简化 了处 理

手续，先后开办了通达10个地点的 特快长话，使95%
以上的长话能在10分钟内接通，既方便 了用户，又增

加了收入。

5 、市话业务积极推行计次 收费。为使市话收费

合理，提高接通率，从1985年开 始，市区简式计次收

费已普遍实行，平均每户收费 数增长50 % ，每月可增

收14万元。新开通的程控局目前正在全面推行复式计

次收费办法，据测算，复式计次比 简式计次收费每户

每月可增收3.42元。

6 、挖掘设备潜力，搞好技术改造。在加快通信

建设的同时，我们注意了原有设备的 利 用，如对市话

三分局原有的步进制旧设备，经过 检 修后分别安装到

市话五、六、八分局，增容2，800门，很快就 收 到 了

效益。为了发挥现有设备潜力，我们还注意了对设备

的补缺配套，在天津——宝坻长途电缆上 开 通60路载

波电路，在天津——武清长途电缆上 开 通12路载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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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至各区、县 间 增 开D D 14半自动设备，在 天 津

塘沽间增开16路载波电报电路等，增加长 途 电路187

条，使长途通信能力得到增长，对疏通长话业务，发

展用户电报起到一定作用。

7 、大力发展委办、代办业务。长话代办户现已

达到328户.这些代办户的收入约占长话总收 入 的三

分之一。在农村，积极依靠社会力量办理邮电业务，

1985年增开的局所中有62.5% 是代办。为实现农村邮

件妥投到户，有3，600个行政村建立了农村 信 报站，

静海县的27个乡镇全部代办电报业务，基本上实 现了

打电报不出村，各县 代 办电报的 乡镇已达147个，占

乡镇总数的72 %。
8 、发展邮政储蓄业务。1986年上半年已在我市

30个邮电支局办理了储蓄业务，并在两个支局开办了

异地存取业务，存款余额达145.7万元。

二、加强成本控制，从降低成本中求得企业经济

效益的提高

近几年，在以提高 经济效益为中心的生产经营活

动中，我局抓业务量，抓质量，抓服务，抓收入取得

了一定的成果。但是，作为形成经济效益支柱的成本

——这个挖掘内部潜力，发 展通信，提 高 经 济效益

的重要环节，还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成本管理差，

通信成本高，是我局经济管理工作中存在的一个大问

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从分析入 手，找出成本

高的主要原因，针对存在的问题，采取以下措施：

1 、严格控制增员，提高劳动生产率。1976年至

1984年的 9 年中，我局平 均每年增员近600人。经过

算细帐，挖潜力，我们提出三年不增员的要求，1985

年原计划增员700人，除国家统配增员151人外，一人

未增。1986年上半年，因开办邮政 储 蓄，需增员120

人，这120人全部由我局内 部 调剂解决，一个人也未

增加。因此，劳动生产率有了明显提高。1985年我局

劳动生产率处于全国邮电第八位，1986年上半年较上

年同期提高16% ，增长速度名列全国邮电行业前茅。
2 、本着有效原 则，改 变投递方 法。1985年以

来，我们不再提 “不断提高 服务 水 平”，以及 “乡

乡”、“村村”达到什么水平，实现几个百分之百等

一刀切的口号。服务水平的确定，一是要根据客观实

际需要；二是要看我们的实际能力；三是看实际效果

如何，我们在调查试点的基础上，调整了市内投递班

次，将信报分投改为信报合投，由三次班改为二次班，

节省70多人、8 部车辆。市内趟 班邮路过去是轻件、重

件分运，现在改为合运，并取消无效的运输，节省了

8 辆车，同时又节省了油耗和人力。

对郊县报刊投递，过去，我们强调三个百分之百

（《 天津日报》 百分之百当日送到村小队， 《人民日

报》 百分之百当日送到村，邮局百分之百逐日班），

在保证用户基本满意的前提下，适当地 作了调整，既

保证用户需要，又有利于降低企业成本。

3 、压缩开支。由于调整工资，提高折旧 率及增

发津贴等因素，1986年上半年，业务支出明显增加。

为了保证邮电部下达我局财务收支计划的完成，我们

要求各企业对增加的开支，一律通过挖潜自行消化，

而且提出各企业支出的增长幅度不准超过 收 入的增长

幅度，从而保证了年度计划的落实。

三、 加快通信建设步伐，提高通信能力

邮电部门提高经济效益，首先要有一定数量的通

信设施，而我们当前的主要矛盾，恰恰是通信能力不

足，制约了业务的开展，影响了社会服务和企业经济

效益。从1985年开始，我们坚决贯彻 “保重点、保投

产、保配套扫尾”的方针，着重抓了在建项目的早投

产、早受益工作，使其尽快投产，发挥效益。

天津是全国三大直辖市之一，用户电 报的发展潜

力很大。1984年我们抓了280线用户电 报交换 机的建

设，1985年初立即投入使用，为用户电报的发展创造

了条件。

市内电话用户需要量很大，为满足广大用户需要，

我们加快了市话建设，仅1986年上半年净 增市话用户

4 ，440部，为上年同期的2.2倍。市内16个 分局还采取

装越界电话，装设（ 1 + 1）环路载波，提高线路复

用，架设临时用户线提前放号 等措施，加速了市话放

号进程。

长途电话方面，1985年 8 月开通了程控长途一千

线交换设备，国内电路增加了285条，为疏通长 话 业

务提供了有利条件，长话接通率已 提高到78.75% ，

全自动长话有权用户，目前已 有1，650户，长话 业务

中全自动、半自动、人工接续的比例 为 8∶45∶47。

更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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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 一文的作者应是林速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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