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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 行 盈 亏 包 干  

促 进 企 业 发 展

郭德光  王有亭  高清义

山东潍坊造纸机械厂的前身是潍坊缝纫机

厂。1983年因出现行业性滞销，被迫停产，当

年亏损9.3万元。为了改变亏损的状况，从1986

年起，该厂广泛 开展市 场调 查，提高 决策能

力，大搞横向联合，当年 盈利3.3万 元，一举

甩掉了亏损帽子。特别是1987年实行厂长负责

制以后，将承包机制引入企业，使全厂生产经

营形势有了根本的好转。1988年上半年完成工

业总产值565万元，比去年同期提高117%；在

消化吸收增支因素25.5万元的基础上，实现利

润42万元，比去年同期提高 316%，提前 七个

月完成市承包合同，达到 全 国同 行业 先进水

平。

一、开展横向联合  确定主导产品

缝纫机停产 后的 3 年内，企业 无主 导产

品，导致整体素质差，这是造成亏损的主要原

因之一。1986年，该厂开展横向联合，优化产

品结构，通过开辟原料市场和销售市场，实现

了由封闭型向开放型经营的转化。
（一）依靠几 年来形 成的生 产和 技术优

势，瞄准石油工业技术改造的方向，及时推出

各种设计新颖、结构合理的齿轮泵、油泵、计

量泵等产品，销售市场扩大到了胜利、中原、

大庆、华北等各大油田基 地，形 成了销 售网

络，年工业总产值达到 400万元，成为 该厂的

主要产品之一。
（二）确定造纸机械的产品方向。1986年

该厂对全国市场做了大面积的综合调研，邀请

有关专家论证，首先同西安造纸机械厂达成了

联合承制1760长网纸机的协议，然后又同重点

厂家和科研机构建立了广泛的联系，聘请技术

顾问取得信息沟通和技术指导，并通过和联邦

德国、香港、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的外商进行

广泛接触，了解国际需求动向，开阔了视野。
经过两年来的打基础、上能力，产品已由生产

附机发展到以1760长网纸机、1515长网纸机、

12辊超级压光机系列产品以及复卷机等20多个

高中档品种，市场占有率达到80% 以上，畅销

全国21个省市。

二、深化企业改革  完善承包机制

该厂于1987年实行厂长 负责 制 并签 订了

“盈亏包干” 合同。为保证承包合同的实现，

他们打破了传统的管理模式，变18个科室为 7

办 1 委，减少管理服务人员24.3%。在此基础

上将 7 个办公室和 7 个生产 车间 进行 招标承

包。
（一）完善指标体系。把承 包指 标800万

元，分解到各车间、科室。各车间、科室根据

各自特点又具体分解到班组，班组在优化组合

的基础上又分解到个人和机台。主要采取了 4

种形式：1.对工艺联系紧密的车间实行盈亏包

干，主要内 容是 品种、质量、产 值、安 全 4

项，以保证整机生产周期。2.对独立性较强的

生产车间实行利润包干。3.对职工教育、后勤

服务实行服务包干和单项达标制。4.对产品设

计、技术资料配备、物资处理、经营性利润等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实行单项承包，把企业经营活动各个环节用承

包机制统一起来，调动全体干部、职工的积极

性。
（二）完善考核制度。1.完善合同制。所

有单位、部门的任务用合同固定。合同中明确

规定各种指标、奖惩条件和考核办法。2.建立

月度考核制。把各部门 全年指 标分 在10个月

内，留出 2 个月的保险系数，下达月度计划。工

业总产值、利润、质量、销售收入、品种、设

备完好率、安全等是考核重点，按各指标的重

要程度和完成情况，挂奖 考核。在 指标体系

中，突出抓了质量和品种指标，以保证整机入

库和产品性能。主要品种一项完不成的扣其奖

金总额的50%，次要品种扣30%，直至扣到基

本工资。3.完善横向考核制。每月由劳资部门

牵头考核。如本部门 因其它部门失 误造成损

失，可写出报告 反映到 厂部，注明时间、原

因、损失价值。如不报告，责任自负。这样，

在各部门之间形成了一种约束力量，并为年终

考核提供了依据。

三、实行 “六保七包” 下放五权

完善内部约束机制，是实现承包合同的关

键之一。由于造纸机械生产周期长，各车间工

艺联系紧密，需要一个统一、协调的机制，为

此，该厂规定：

（一）厂部对车间实行六保。1.保证按质

按量按时供应原材料、二类机电和辅料；2 .

保证提前下达月度生产作业计划；3.保证厂内

运输连续性；4.保证生产准备和技术准备；5.
保证承包部门人员的相对稳定；6.保证奖惩兑

现。
（二）车间对厂部实行七包。1.包产值、

利润和综合经济效益；2.包产品质量；3.包产

品品种和整机入库率；4.包本车间所承担的企

业升级和厂长任期目标中的指标；5.包新产品

试制任务；6.包设备管理升级率，杜绝承包行

为短期化。
（三）厂部对车间下放五权：1.有权任命

班组长；2.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允许调整劳动

组织；3.在确保厂调产 品和 承包指标的前提

下，有权自主经营；4.有权制定分配形式，拉

开档次，大奖大罚；5.有 权 利用内 部富 余人

员，承包厂内外劳务工程项目，所得收入按比

例分成。
同时，各车间也建立了层层保证体系，给

班组长下放人员权力，形成了层层保、层层包

的约束机制，实现了纵向分解到底，横向考核

到边的承包格局，有力地保证了生产的发展和

经济效益的提高。

四、完善“厂内银行”  对承包进行监督

和控制

该厂于1983年建立了“厂内银行” ，这对

提高企业效益，扭亏增盈，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厂内银行”通过每周一次的生产

经营调度会，对各车间的资金管理，财务收支

进行监督和控制，保证资金使用趋向合理。
（二）制订厂内计划价格，建立了一整套

以价值指标为核心的核算体系，用统一价值尺

度进行日常考核和核算。该厂 无材 料计 划指

标，完全依靠市场调节，增支因素过大，需要

增强各部门消化吸 收能力，他 们通 过市 场调

查，随行就市，制定出与市场价格大体吻合的

厂内价格，差异较大，厂内银行进行相应的调

节、平衡，保持核算的可靠性。
（三）强化计量管理，从原材料进厂到制

作，形成计量网络，为经济核算提供翔实的依

据。厂内银行的完善，进一步强化了职工的价

值观念、成本观念、商品观 念和核算 观念。
“厂内银行” 通过日清月结，做到信息及时反

馈，问题及时解决。过去车间里的工具、刀具

用完随便一扔，没有了再领新的，毫不心疼。
现在不同了，各车间内部加强了管理，超支一

点就觉着心疼，因为是掏了自己的腰包。“厂

内银行” 有力地推动了双增双节运动。如总装

车间建立三个月以来，对生产辅料严格控制，
仅此一项就比原计划降 低28.14%，节 支 2 万

余元。今年上半年，产值和润率比去年同期增

长3.8%。按可比口径计算，该 厂上半 年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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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费和企业管理费分别比去年同期降 低4.6%
和9.6%，降低费用80.23万元。

五、实行效益工资  实现责权利的统一

在企业承包中，该厂打破八级工资制，在

企业效益和工资总额挂钩的前提下，实行了计

件、计时、三档效益工资制。
（一）对产品单一，工序较短的车间实行

计件工资。根据完成合格产品的数量，乘上核

定的单价支付报酬，并辅以质量、消耗等指标。
（二）对多品种、工序长的车间实行单位

工时工资奖金含量包干。完成的有效工时乘核

定的工时单价。工时单价的核定是依据工艺复

杂系数、劳动强度等，并辅以质量、消耗等指标。
（三）对独立 性较 强的 车间，实 行高、

中、初三档效益工 资制。车 间每 天下 达工作

票，注明工作的档次、工时、价格，以此作为

报酬的依据。高、中、初档分别对应于原来的

三级、六级、八级日工资，这样，当日工资额

=（档次 ×工时） -废品损失，核算结果定期

公布，自己收入多少一目了然。由于这种分配

方式与效益直接挂钩，透明度高，效益明显，

对推动青工学技术、上岗位起了促进作用。如

实行该办法的 加工三 车间，今年 上半 年，产

值、利润分别比去年同期增长62% 和35%。
（四）对技术水平较高，但体力不如青年

同志的老职工，为挖掘技术潜力，按工龄时间

长短，分档次给予工时补贴；为了精心使用，
维护大、精、稀设备，对操作人员实行适当补

助，效果良好。
（五）对管理科室实行工资、奖金同企业

总体效益挂钩的办法。从厂长、党委书记到传

达员、茶炉工，全部挂指标考核，具体做法是

按其工作性质，业务岗位，责任大小，业务繁

简程度确定奖惩标准。对出现失误者，“连打

带罚”，把行政手段同经济手段结合起来，提

高了管理水平。

六、推进技术进步  加强技术改造

1983年缝纫机厂停产后，企业转轨变型遇

到极大的困难。大量专机闲置停用，再生产无

法维持。为尽快适应 企业 发展，增强应 变能

力，从工厂实际出发，制定了长远发展规划，
投资260万元，购置了通用设备，逐步 填平补

齐生产能力，自行设计制造了一系列包括专用

烘缸磨床在内的生产设备，对厂房进行了整修

改造，进行了大量的 工装 验证 和工艺 设计工

作，从根本上提高了整体装备水平。转产造纸

机械后，随着市场变化，不断推动产品向高档

次、系列化发展，按照全国造纸工业新的技术

动向，加大设计力量，开发研制新产品，对重

点产品重点攻关，对瓦楞纸复合机组、版纸机

等产品进行翻版设计，研制了1760纸机、1575

短长网纸机、超级压光机系列等先进机型，并

进一步同有关大专院校科研机构挂钩，聘请专

家帮助咨询，交流信息，逐步使技术信息网络

化。通过努力，加强了企业设计开发能力，年

年都有新产品，新产品产值率达到70% 以上。

财会动态

简讯  
电子计算机辅助船厂成本

管理系统通过评审

马向晖

最近，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财务部在中华造船厂

主持召开了 “电子计算机辅助船厂成本管理系统”评

审会。

该系统的功能是将成本核算中的料、工、费根据

不同对象进行归集、分配（交互分配），计算出产品

一级、二级成本， 能够查询并 打印50种表格及进行船

舶产品成本分析，提供产品目标成本一级、二级执行

情况分析表。

会议期间，在 现场 进行 了操 作表演，经领导干

部、专家、技术人员组成的检 测小组和与会代表的检

测验证，一致通过了评审。

该系统的研制，解决 了及 时 准确 计算成本的问

题，它将被推广应用到船舶行业的成本管理中。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理财广场
	实行盈亏包干  促进企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