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担转 嫁 给了消费者。因此应当把进价和商品流通费统

一管起来。

（二）调整成本核算原则。企业成本核算的原则

分为权责发生制和收付实现制两种。现行制度规定，

工业企业、 交通运输企业、施工企业和农业企 业的成

本，除销售费用外，按权责发生制的原则进行核算；

商业、 外贸和物资供销企业的成本，按收付实现制的

原则核算。两种核算原则各有所长，但从企业承包后

加强成本管理的要求上看，实行权责发生制更 有利于

管理，有利于防止人为 造 成 企 业成本在时间上的转

移，有 利于 克 服 短期行为，促进承包制的发 展。因

此，对所有实行承包的企业应一律按权责发 生制的原

则核算成本。

（三）划清成本核算界限。各个企业的成本都应

单独核算，不得互相挤占，对转移成本或接受转移成

本的，应以违反财经纪律严肃处理。对难以 划清成本

核算界限的，应当改分别承包为统一承包，统一核算

成本.在实行利改税时，一些大中型企业为了享受国

家对小型企业的优惠政策，不顾客观条件，盲目划小

核算单位，对这类企业 应 当 实 事求是地 调 整核算单

位。厂库合一、 前店后厂的企业，以及同一企 业的主

营业务同附营业务，都应 当 统一核 算 成本， 盈亏轧

抵，统一对国家承包。在这个前提下， 实行企业内部

的分开核算，层层 承包。

（四）健全成本考核指标。企业实行承包 制，在

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乱挤乱摊成本的 现象，但这种制约

机制还不足以根除乱挤乱摊成本的现象，尤 其 是当前

企业完成承包基数进入超收分成阶 段时，把应当由企

业专项基金负担的开支挤入成本的现象就容易 发生。

因此，现行的以控制成本为重点的成本考核指标仍应

保留，不宜轻易废除。同时还应根据企业 承包后的新

情况，有针对性地增加新的成本考核指标。如对间接

成本与直接成本应当分别考核，承包期内为保证国家

固定资产完好所需的费用开支也应 单独考核。为了保

证成本考核指标对企业行为切实起到 约束作用，应根

据企业的不同特点， 把成本考核 指标体现在承包合同

中，纳入承包目标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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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已经成为搞活

企业的主要经营

形式。但从目前

电子供销企业实

行经济承包的情

况来看，有些财

务问题还有待解

决。如何正确地

确 定 承 包 经济

指标，克服承包

部门可能出现的

急功近利的短期

行为，正确核算

和反映承包经济

单位在承包期内

的经营成果，以

及如何坚持 “按

劳 分 配” 的 原

则，做到奖罚分

明，使经济承包

落到实处等 等， 都是落实承包责任制中尚需研究解决

的问题。本文就此谈点浅见。

一、关于经济承包中的指标考核问题

目前大部分企业实行的都是对各业务经营科室搞

利润承包，联利计奖。从调查的一些单位来看，这种

单一考核利润的承包形式，存在一些问 题。主要表现

是承包部门出现的短期行为和经营利润不实。即承包

单位为了实现当期利润，大进大 销， 一方面造成积压

不处理， 另一方面销售货款不能及时收回。

在进货方面，承包者为了完成 和超额完成承包利

润指标，不考虑资金的使 用效果，单纯追求购销， 出

现了拚资金的现象。由于进货量大，市场变化快，加

之产品适销程度差，造成了大量的库存积压。而当产

品市场价格下跌， 承包部门因为怕发生销售亏损，影

响承包期利润指标的完成和奖金的发放，宁愿让商品

贬值长期占用库存资金，也不积 极处理， 致使一些产

品越积压越卖不出去。

在销售方面，由于现行制度规定， 财务上办妥委

托银行收款手续后，销售即可成立， 至于销售货款收

回与否，不影响承包期利 润指标的完成。所以业务人

员在销售商品时，既不考虑需方单位的货 款 承 付 能

力，也不积极催收货款，造成了大量 的销 售悬案和呆

滞帐款。

对由于库存商品积压和销售呆滞帐款造成的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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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失，承包部门在当期盈亏中不反映，而新的 承包者

又不接受，最终把这部分损失留给企 业负担，既造成

了当期效益不实，又影响了经济承包的正常进行。

为了全面正确地考核承包单位在承包期间的经济

效益，防止承包经营短期行为，我们认为应确定以下

承包指标来进行考核。

（一）正确确定基数利润和利 润 增 长 率考核指

标。利润是考核经济效益的主要经济指标，内部经济

承包的关键就在于确定一个合理的 基数利润指标。确

定合理的基数利润，要坚持保证国家增收，企 业多留，

承包者收入逐渐增加的原则。一定要坚持指标的先进

性和合理性，既不能 搞一刀 切， 又要防止鞭打快牛。

正确的方法，我们认为应该首先 测算整个行业的平均

资金利润率和平均盈利水平，然后根据各部门的资金

占用情况，经营商品的结构，以及市场行情和盈利水

平来确定一个合理的基数利润，然后 确定一个合理的

利润增长率，在基数利润的基础上逐 年递增。递增率

一般定在 5 %至10% 之间为宜。

（二）正确确定资金考核指标。资金使用效果好

坏对企业的长期、短期经济效益都有影响。有的商品

资金周转快慢同承包期的效益有直接关系，盈亏情况

能在承包期反映出来，但有的资金使 用对商品的盈亏

情况并不是全部都能在承包期体现出来，如产品积压

和呆滞帐款造成的损失，就不一定能在 承包当期内体

现出来。传统的考核资金指标是定额流动资金周转天

数，这种考核指标有几个弊病：一方面 它只反映定额

流动资金的占用情况而不能反映资金占用的全貌，如

债权债务、银行贷款等；另一方面 它是根据销售收入

来计算周转天数的，而销 售收入并不能真正反映销售

货款的回笼情况和盈亏状况。我认为目前实行内部经

济承包的企业单位资金考核指标应该是库存商品适销

率和债权债务指标。

1 、库存商品适销率的确定。随着商品经济的发

展和竞争的加剧，商品进销幅度很大，因此，不能用

一个绝对的库存占用定额来考核商品资金占用是否合

理，即不能只是用资金占用大小来考核库存的合理性，

而要从库存占 用结构、产品销售的适销程度来考核，

也就是要考核“库存商品占用适销率”。它的公式是：

2 、债权债务指标的确定。企业的 债权债务一般

分为两类：一类是属于正常业务 往来所发生的债权债

务；另一类是进销过程中发生的呆滞帐款。对企业内部

经济承包单位主要是考核那些不能完全收回或虽能收

回但要造成利息损失的债权。确定是否属于呆滞帐款，

既要根据对方单位的资金承付能力、经营状况，也要

根据资金拖欠时间长短。一般情况下，半年以上的拖

欠货款应视为有问题债权。

二、关于经济承包的奖金分配问题

目前许多单位的奖金分配 办法不科学，造成了承

包合同不能兑现。许多单位都实行 “联利计奖”的方

法，即规定一个奖金发放系数，然后 根据利润完成情

况来发奖。在确定奖金发放 系数时，由于没有考虑整

个企业的利润留成水平和奖励基金留 成情况，以及上

级下达的奖金发放指标等因素， 出现了按奖金分配系

数计算的应发奖金，同实际利润留 成中的奖励基金相

脱节的现象。由于按合同规定计算的应发奖金没有奖

金来源，使承包合同不能兑现，影响了职工的积极性。

有的单位则用挤占成本的办法发放承包奖，违反了财

经纪律。因此，我们认为要真正 发挥经济承包责任制

的作用，提高职工的 积极性，在奖惩上一定要做到：正

确制定奖惩规定，一定几年不变，确保 承包合同兑现。

在分配上， 贯彻 “国家得大头，企业得中头，个人得

小头”的原则， 根据承包者完成指标的情况， 确定合

理的奖惩办法。

对全面完成承包指标的奖金计算方法如下：

①首先确定承包部门 的 平均提奖系数公式：

②确定了平均提奖系数后，根据各类商品的盈利

率水平， 分别确定民品、 整机、元器件等各类产品的

奖金调整比例。对盈利率较高 的产品在平均系数基础

上确定调减系数，对盈利率较低的商品在平均系数基

础上确定调增系数，然后确定大类商品的奖金分配系

数。

③最后根据承包科室经营各类产品的利润额确定

发放奖金额，即

这种测算方法的优点是：考虑到经销不同类别商

品的盈利水平， 保证了企业在有奖励基金来源的前提

下发奖。避免了造成承包部门发奖同整个企业的留利

水平相脱节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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