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到100%的付给基本报酬，生产二 级品的只付给 生产

一级品的70% ，生产级外品的不给报酬，凡是返工退

货的对责任者要加倍扣罚，从而调动了职工关心产品

质量。如：离型纸人造革车间生产的P U服 装革、一

级品率由1986年的71.84% 上升到86.7% ，P U C针织

革一级品率由1986年的80.25% 上升到81.51% ，仅此

一项年可增加效益17.23万元。

3.职工报酬与责任成本挂钩。每月按下达的责任

成本，按品种考核。单位成本每降低 1 % ，在超 计件

报酬的基础上加奖 5 %；单位成本每 提高 1 % ，扣超

计件报酬的10 %（无超计件工资的扣基本报酬。）

由于措施得 力，承 包 指 标适当，1987年全厂职

工、干部群策群力，在降低原材料消耗 和节约代用方

面下了功夫。据统计， 1987年 降 低原材料 成本108万

元，占总成本的1.83%。
4.职工报酬与服务质量挂钩。为了摆脱生产和生

活相互交叉、互相影响的被动局面，我们采用 了生产

经营与生活服务分离的办法，即把全厂所有的服务部

门，如医务室、 浴池、托儿所、 食堂等分 离出来， 成

立了服务分厂，独立核算，定额补贴，自负盈 亏。采

用服务收费的办法，报酬（即工资）按其服务收入的

多少发放，如托儿所原有人员13名，分离后由于服务

收入额限制，自动减员到11名。为了确保收入，她们

想尽办法提高服务质 量，多 收、多 看小孩，看好小

孩，尽量取得孩子家长的信任，使职工放心，安心生

产，实现了 “满负荷工作法”中的生产 满负荷，生活

减负荷的要求。

5.企业管理人员的报酬，以车间超计件工资的平

均数为计酬标准，按职务的高低，责任的大小，分档

次乘以规定的系数计算，并按承包费用的完 成情况予

以奖惩。

由于我厂推行了 满 负 荷工作法，加强了财务管

理， 使会计工作的职能和作用得到了发挥和提高，由

过去的反映监督型、 变为控制管理型。如1988年初财

务科根据市场情况，及时向厂部提出限制亏 损产品生

产及调整销售价格的建议。经厂 领导 研 究 付诸实施

后， 到 5 月份消灭了亏损产品。

目前，我厂满负荷工作法的实 施，正 朝着 “人尽

其才，物尽其用，资尽其活，时尽其效”的管 理目标

深入发展。

读者·作者·编者 对《关于联产品共同成本

的分摊方法》一文的一点不同看法

刘 林

我对贵刊今年第二期《 关 于联产 品共同成本的分

摊方法》 一文中 所述第三 种 分 摊方 法——毛利分配

法，有点不同看法。

“毛利分配法”将可以分别直接记入各单项联产

品成本的分离后深加工成本，一并归集到共同成本进

行分配，违背了成本分摊原则，从而造成了各单项联

产品之间单位成本不实。正确的方法 应 该是：先计算

各项联产品应分摊的共同成本份额，后分 别直接加上

各项联产品分离后深加工成本，即为 某项联产品总成

本（各项联产品总成本之和，就是全部联产品的总成

本），据此，再作出各项联产品的单位成本。

因此，原文“毛利分配法”的具体步骤和计算公

式应调整为：

1 、求出收入共同 成本率

2 分配各单项产 品 应分担的共同成本份额

3 、计算全部联产品的总成本

4 、计算各单项产品的单 位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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