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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于完善百元产值工资

含量包干 之浅见

周 澄南通市建筑工 程公 司

百元产值工资含量包干推行以来，解除了以人头

控制工资而束缚生产的桎梏，大大促进了人均产值和

总产值的增长，有利于经济责任制的推行，这些是必

须肯定的。从实际执行的结果来看，确实也存在需要

完善的地方。个人试就这个问题，提出粗浅的看法，

以求指正。

一、对百元产值工资含量包干计算公式的分析

设W 为核定总产值，W ′为 实 际完 成（结算）总

产值；C为物质消耗补偿价值的核定 数，C′为物质消

耗补偿价值的实际数；V为工资和津贴的 核定数，V′
为工资和津贴的 实际 数；M 为 利 润，分为国家所得

M 1，企业所得M 2，由职工个人分配的奖励基金M 3。

则： 百元产值工资含量=

提取的工资基金总额= W′×

这里有几个问题值得商榷。

1.建筑安装工作量（施工产值）是一个以货币量

度计算的价值量，而有别于实物计量的实物量。由于

使用要求、 建设地点、季节等不同，核定产值W 和结

算产值W ′，如同 样 为100，组成W 和W ′中的 物质耗

费C、工资津贴 V 、 和实现利润M 的比 例 数 值是不相

等的。百元产值工资含量一经核定，职工个人 分配的

工资津贴和奖励基 金（V +M 3）在W 和W ′中的比例

被固定化。相应的国家所得和企业所 得 变成W ′-C ′
-（V +M 3）以后的剩余 数值，改变了M 3应在M 实

现以后按规定的M 1、M 2、M 3的比例 进 行 分配的办

法。实行在未实现M 以前先期固 定 分配，原核定的V

+M 3、M 1、 M 2之间 的比例关系起了 变 化，这 会影

响国家、企业和职工个人三者间的分配关系，由于施

工产值的内含不可比，给百元产值工资含量的正确核

定带来困难，结果往往是，要么是职工所得比例偏低

减收，国家和企业比例偏高多收；要么是国家与企业

所得比例偏低减收，职工所得比例偏高多收。

2.由于W = C + V +M ，在确定 的时

候，应该是以V +M 3< W -C为前提的。但是实际结

算时，W ′中的C和M 所占的比例起了变化，同时，在

建筑市场实行招标后，建筑施工企 业 之间 展开了竞

争，建筑产品价格一般让价下浮，即使是同等内含，

W ′要< W 。企业按原核定的比例 ×100计

提，如数计入成本。V +M 3的总数相对 增多，M 1和

M 2的可分配数相对减少，甚至出 现V +M 3> W ′-C′

的情况，使企业发生亏损。

3.建筑产值中C的部分因产品使用 要 求不同，差

异变化很大，更由于建筑材料价 格上涨、装饰要求高

的工程日益增多，在
-

×100固 定 不变的情况

下，使实际提取的V +M 3总数起了同向变化，这部分

提取数的增加（或减少）与实际活劳动的耗费没有或

者基本上没有内在联系。在建筑 产品V的组成中，也

包含固定性和与产值基本上不起同向变动的部分，如

管理人员、非直接生产人员工资，以及按人头、月度

计算的津贴、补贴等支出。 ×100一经核定，

就随产值的增减而增减，在产值增长的情况下，这部

分固定或基本固定的支出随W ′同 比率增长。这既背离

了实际执行的计件和按月 计算的工资制度，及国家规

定的津贴、补贴发放办法，又不利于控制压缩非生产

人员比例，影响了“按劳分配”原则的贯彻执行。

4.在核定 ×100时，是相对于当时的施工

生产、 加工制作情况的，由于商品化生产的发展，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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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行完成的C的部分变成了外购，这一 部 分既增加

了W ′的基数， 又减少了V +M 3的 支 出，同样产生上

述第 3 点的后果。

5.建筑施工产值的统计是以分部分项结算结果为

依据的，并不是建筑产成品产值。W ′即使 以 年 度为

准，也会存在一部分半成品（没有 竣工交付的分部分

项工程），这本是建筑施工 生产的特点决定的。问题

在于为了扩大V +M 3所得，本来应 该 竣 工 交付的工

程，因为追求计提的W ′基数，把耗工多实现W ′少的

收尾工程延搁下来。这无疑不利于促进建筑施工生产

的经济效益——竣工工期的缩短。

二、改进 “百元产值工资含量包干”办法的建议

为了完善 “百元产值工资含量包干”办 法，我认

为应作如下改进。

1.计算产值应以工程已经竣工并经建设 单位、 建

设银行审定的为依据。对达到形象进度计划的可以预

结，但按预结数计算工资含量时，必须按一定的系数

（ 5 —10%）作必要的扣除；对 达不到形象进度要求

的部分产值，应剔除计算。出了重大质量事故的工程

产值暂不列提基数。

2.由上级主管部门根据施工定额和企业施工生产

实际情况，确定以一种类型、结构的 工 程 造 价为标

准，除此以外的工程，依据其类型结构确定一个相对

系数。按照系数对实际结算产值作增 减调整。这样企

业执行的不再是以 年度 总 产 值 为基数计算的固定含

量，而是一个以不同类型工程计算的加权平均含量。

3，与产值同步增减的V +M 3. 仅规定为计件工资

部分。直接生产人员的辅助工资、 按月 计发的固定工

资制人员工资等不能按产值 直 接浮动，此类工资应按

定员、定额一次单独核定，只准压缩 不许超支。但对

质检、安全监督人员的工资可按产值基数浮动。

4.对国家统一规定的各种津贴，凡属 于按月计发

的。不列入产值基数计算，按直接人员的实际数和实

行固定工资制人员的定额单独核定。

5.由企业自行计发的各种奖金（不包括计件超额

工资），包括奖金性浮动工资、津 贴、补贴可按计划

利润或成本节约额为基础核定。其中国 家规定的材料

节约奖按实际应得数核发。

此外，要加强对产成品质量利润等指标的考核，

以缩小工资含量直接与产 值 挂 钩 的范围，扩大与利

润。质量 挂 钩的比重，促使企业 生产质量 好、 进度

快、 消耗低的产品，提高各方面的经济效益。

工作研究
“后入先出 法”

浅析

王振文  辜位清

“后入先出法” 应用到商业上就是后到的货先销

售出去，应用到工业上就是后入库的产品先出厂。其

公式：本期产品销售成本=本期入库产品（或商品）
单位成本 ×本期产品销售数量。这种方法一般中小型

企业，如轧钢厂 、管 件厂、零件厂 等都 适用。采用

“后入先出法”可 以克服 “先 入 先出法”的一些弊

端。下面作一些比较。

1.期末库存产品不见得都是本期入 库产品，它很

可能有前几个月入库的产品 ，用 “先入先出 法”或

“加权平均法”把本期产品成本与库存产品成本固定

后，再求出本月销售成本，无 论从商品流通和资金运

动的特点，或者是从权责发生制的角 度来看，用本月

单位工厂成本增大或减少期末库存产品成本都是不合

适的，因为它直接影响到本月销售成 本的形成和利润

的实现。

采用 “后入先出法”用本期工厂成本固定本期销

售成本，再求出库存产品成本是合乎情理的。因为本

期销售成本包括大部分工厂成本，用本期工厂成本、

本期销售量说明本期 的经 济效 益，便于分析财务成

果，这种方法和我们直观的测算本期经 济成果是相吻

合的。

2.影响成本指标和利润指标的真实 性。由本期单

位工厂成本固定库存产品挤出销售成本和用本期单位

工厂成本固定销售成本 求 出 库存产品成本的结果不

同，所得利润也有一定差距。本来由于 各企业管理水

平所限，在工厂成本计算中就不太准确，形成商品产

品后，我们又采用了本期工厂成本对库存商品成本计

价的方法，在工厂成本波动不大的情况下，反映不明

显， 如果本期工厂成本有较大的波动，将高 成本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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