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 行 联 效 计 酬 核 算  
增 强 企 业 内 部 活力

杨 秀 森

“指标包干，联效计酬”核算，是目标管

理在财务管理工作中的运用，是企业开展全面

经济核算的一种形式。概括来说，就是将以利

润为主的各项经济技术指标，采用经济承包的

形式，按照厂部、车间（科室）、班组三级核

算体系逐项、逐级分解落实，直至职工个人；

然后根据各承包单位指标完成程度和经济效益

的好坏，确定其报酬的高低。
我们山西长治轴承厂从1982年 9 月份起，

推行了以浮动工资为中心 的 经 济 责任制，去

年，又在全厂范围内推行“指标包干，联效计

酬”的承包经济责任制，并 开展 了 相应的核

算，使企业内部初步形成了具有我厂特点的经

济责任制体系与核算体系，在增强企业活力，
提高效益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一、分解指标，签订经济承包合同

厂部首先将主要经济技术指标纵向分解为

若干个小指标，并根据其与企业经济效益相关

联的重要程度，以及承包单位的职责范围和工

作特点，划分为必保指标、考核指标和包干指

标，分别落实到各承包单位。然后，与各承包

单位分别签订经济承包合同。经济承包合同内

容包括承包指标、核算办法、责任与权利、奖

惩规定。承包指标的内容是：

1 、基本生产 车 间 必 保指标有成本、利

润、品种产量（品种完成率）、质量（成品主

项合格率和全项合格率、零件合格率）、废品

率；考核指标有产量、产值、均衡生产、工时

利用率、材料利用率、在制品资金占用、设备

完好率和固定资产利用率等；包 干 指 标 有定

员、工资总额（包括奖金）。
2 、辅助生产车间必保 指 标 有成本、利

润、产量（工时完成率、设备大修复杂系数完

成率）、质量；其中厂部财务成本计划中下达

的工具总费用计划控制指 标，就 是 工 具车间

的年度计划定额总成本；煤、水、电、气总费

用计划控制指标，就是动力车间的年度计划定

额总成本；以年度复杂系数计划完成数和复杂

系数单位定额成本计算的设备大修总费用，就

是机修车间年度设备大修定额总成本。考核指

标和包干指标，比照基本生产车间分别确定。
3 、科室按职能范围分别 确 定 必 保指标

和考核指标。其中材料采购成本为供应科的必

保指标，并在工商银行单独开户进行核算；销

售费用总额为销售科的必保指标；实现利润、

上交利税为财会科的必保指标，成本费用总额

为成本核算科的必保指标。
为了保证纵向经济承包合同各指标的圆满

实现，厂部根据月度生产经营作业计划，组织

各车间与有关科室签订横向合同：（ 1 ）投料车

间与供应科的供料合同；（ 2）零件车间与成品

车间的零件供应合同；（ 3）销售科成品库与

成品车间的交货合同；（ 4）辅助车间与基本

生产车间的工具供应、设 备 维 修 进度合同；

（ 5）供应科与财会科的资金供应合同；（ 6）

财会科与销售科的发货进度、保证销售额的合

同。
各承包单位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和岗位责

任制的要求，再把厂部纵向、横向合同指标，

分解落实到班组和个人。班组建立核算台帐，

核算产量、质量（核算废品率）、费用、工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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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率、出勤率、设 备 完 好 率、原材料利用

率（只限于投料班组）。
通过签订承包合同和分解指标，各级领导

职责分明，各职能科室任务具体，职工群众目

标明确，真正形成了“千斤重担大家挑，人人

头上有指标”的局面。

二、严格考核，实行联效计酬

指标包干、联效计酬承包经济责任制及其

核算工作能否取得预期效果，关键在于能否坚

持严格考核，奖惩及时兑现。如果承包单位完

成全部必保指标和考核指标，并实现超计划利

润（或费用节约），岗位经济责任制考核达到

规定分数，除可领取全部工资和奖金外，还能

按实现的超计划利润额（或费用节约额）与厂

部按规定比例分成。如完不成利润计划或发生

亏损，则如数从包干的工资总额中扣除。必保

指标或考核指标，每少完成一项都要按规定比

例分别扣除单位分成额和奖金，同时按规定比

例扣发单位负责人的岗位津贴和奖金。为避免

月份间出现较大幅度的盈亏波动，我厂从实际

出发，采取了“月度 考 核，季 度分成”的办

法，同时规定承包单位有超计划利润分成时，

不得吃光分净，要按规定比例留厂部积累，出

现亏损时，以丰补歉。
在对车间（科室）严格考核，联效计酬的

同时，我们又修订了1984年制订的班组经济核

算办法，主导思想是：在班组完成车间下达的

生产计划，班组核算结果与车间核算结果相吻

合的前提下，根据国家有关材料节约奖励办法

的规定，实行班组核算结果与职工个人经济利

益挂钩，按节约价值与浪费价值，规定一个比

例，分别实行奖惩。通过班组核算，从基础起

步，控制直接费用的投入，建立起“个人保班

组，班组保车间，车间保厂部”这样一个目标

利润体系。

三
、

加强合同仲裁，搞好横向协调

各承包单位由于认识水平和工作方法上的

差异，引起争执与纠纷时，首先应由合同主管

部门或指标归口管理部门进行调解。调解无效

时，分别情况由下列人员进行裁决：由于生产

调度不周而引起的纠纷，由生产副厂长裁决；

由于预测不力、决策不当，造成计划指标安排

失调而引起的纠纷，由总经济师裁决；由于产

品质量责任不清而引起的纠纷，由总工程师裁

决；由于结算价格和结算程序不明而引起的纠

纷，由总会计师裁决；由于几方面原因交叉而

引起的纠纷，分管领导人裁决意见不一致时，
由厂长作最后裁决。不论纠纷 大 小，一经 裁

决，各方面就要无条件执行。

四、改革成本核算方法

为了适应核算的需要，我们在成本核算方

法上进行了改革尝试，采用了“平行结转定额

差异法”。我们首先编 制 了 两 步产品定额成

本：一步是未进行成本还原的车间定额成本，
一步是成本还原后的厂部定额成本。各车间在

加工过程中的半成品转移，按各步骤未还原的

累进定额成本单价结算。各车间生产步骤中的

在产品成本按本步骤定额成本计留。月终各车

间按产品型号计算出定额总成本、实际总成本，
求出各自的成本差异。然后平行向厂部结转。
厂部按产品、分车间记入成本差异明细帐，并

将累计差异在完工产品（最终成品）与未完工

产品（广义在产品）间进行分配，以计算出各

该产品的实际成本。
此外，我们还对厂内银行的管理职能进行

了改革，将过去的费用指标单口控制，改为费

用指标、资金指标双口控制。比照人民银行的

管理办法，发放厂内银行贷款计算存贷利息。
我们规定：全厂凡实行指标包干、联效计酬的

单位，包括各项工程、技改项目一律在厂内银

行开户，厂内银行按厂部下达的计划指标分户

建帐，统一使用厂内银行支票，逐项逐笔通过

厂内银行结算，有效地控制了各项资金的使用

规模和直接生产费用的支出。

（本文作者是山 西长治轴承厂总会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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