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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 业 内 部 实 行

经济责任制的几个问题

李有德甘肃省天水市经委

在企业内部实

行经济责任制，是

提高经济效果的有

力措施，是通过经

济杠杆调动广大职

工生产积极性的有

效办法，也为实施

民主管理创造了条件，使权、责、利更好地结

合起来。
一、几种形式

目前许多工业企业已试行了主要对车间、

班组的经济责任制，集中表现在分配形式上的

改变。据天水市的初步调查，工业企业内部经

济责任制有以下几种形式：

①计件工资。采用这种形式的企业，一般

是能够按产品或按生产工序对班组或个人实行

计件的。分个人计件和集体计件两种，其基本

内容是把工人的劳动成果和个人报酬完全结合

起来，多劳多得，把经济责任落实到班组或个

人。如地毯厂以二级工为标准，规定了织毯每

平方英尺的计件工资，并考虑到工人的工资级

别不同，规定了对三、四级工给予级别补差。
砖瓦厂是对班组实行集体计件工资，对班组定

员、定产、定任务、定质量、定成本，费用实

行内部流通券制，按生产计划月初发券，月底结

算，超支不补，下月扣除，节约部分留 40%奖 给

班组。计件工资直接体现了按劳分配原则，只要

单位工资值订得合理，就能取得较好效果。
②定额加超产计件工资。这种办法的基本

内容是：完成生产定额发基本工资，超过定额

部分按件计酬，完不成者扣发一定比例的基本

工资或按件扣罚。皮鞋厂、帽厂、服装厂就是

如此。实行这种办法，加重了车间的责任，保证

了全厂产量、成本计划的完成，也促使车间、

班组加强定额管理和经济核算工作。
③超利润分成工资。就是把利润指标包到

车间，超额分成，完不成扣罚，经济效果和工资

结合。如刃具厂、轻

工机械厂以车间核

算为基础，定收入

定支出，实行利润

包干，根据各车间

利润率的大小，分

别以不同的比例奖

给车间。实行这种办法，必须注意定额是否先

进，分成是否合理，经济核算有无基础，否则会

难以控制。
④联产计件，集体包干，活分活值。有些

企业如水泥厂，产品单一、工序“一条龙”，各车

间之间相互关系密切，如按车间分成若干半成

品或工序进行核算，则会形成“各奔前程”，

互不照应，矛盾多，核算也很困难。因而他们

把有关的车间、股室联成一个经济核算整体，
厂部按产成品作为核算标准，把任务、成本、

质量、消耗定额包到联产体，实行“联产计件，

集体包干”，在车间内部，则以岗位定劳动工

分，“活分活值”。水泥厂从五月份试行以来，

效果显著。
⑤分成工资。它主要适用于以劳务服务可

直接取得现金收入的一些服务性行业，如钟表

修理、自行车修理、服装加工等。按劳务纯收

入进行分成，归公的部分，作为管理费、税金

和利润。行业不同比例也不同。可以按门市部

计算，也可以按人计算。这种分成办法，当业

务不佳时，个人所得下降，集体也会入不敷出；

业务好时，个人收入大幅度增加，又会失去控

制，在行业之间也苦乐不均，如有的行业每人

平均月收入170多元，个别工人高达290多元，

而有的行业平均只有30多元，悬殊甚大。
二、适 应 性

以上几种形式都具有一定的特性，因此也

就具有一定范围的适应性。计件工资和定额加

超产计件工资，适用于产品或生产工序对班组

或个人容易计量的企业，即产量、质 量 容 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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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各种定额也易于控制考核。超利润分成工

资，适用于车间能单独出产品或提供某种劳务

收入的企业，把利润指标包到车间后，各自核算

基本上能互不影响。联产计件，活分活值，适 用

于产品单一、“一条龙”生产的企业。分成工资，

主要适应于服务性行业。
除上述特性外，还有其共性，无论采用哪

种形式，都要有一个共同基础，主要是：定额比

较全面合理，管理制度比较健全，经济核算较有

基础，产供销基本正常。如缺乏上述基础，生搬

硬套，往往会适得其反，严重的还会带来混乱。
推行经济责任制，不论采取哪种形式，都

必须注重经济效果，妥善处理国家、企业、个人

三者利益的合理分配。要防止拼设备、压定额、

弄虚作假、忽视质量等的不良倾向。还要做好思

想工作，加强职工教育，严格检验制度。

三、效果分析

以上几种形式，概括起来，突出了一个“包”

字，把经济效果包下去；强调了一个“保”字，

把厂部任务保下来；加强了一个“管”字，促

使企业努力加强经营管理；贯穿了一个“酬”

字，多劳多得，按劳付酬；打破了一个“大”

字，改变了吃“大锅饭”的弊病。初步分析，

主要有以下优越性。
①权、责、利结合好。对企业的车间、班

组来说，权是手段，责是任务，利是效果，整

体效果好了，个人就利在其中了。实行内部经

济责任制，权力交给了，责任加重了，而利又

必须通过主观努力去完成任务、履行职责才能

实现，这样就形成了众人挑担，人人有责的局

面。企业的经济效果和个人利益息息相关，从

而调动了广大职工的积极性。今年上半年我市

实现任务双过半的企业共有34个，其中推行各

种形式责任制的企业占70%。
②经济效果好。在内部推行经济责任制的

企业，经济效果一般都有所提高。如砖瓦厂实

行集体计件工资后，人员减少100多人，产值超

计划16%，利润超计划70%，比实行前增长两

倍。丝毯厂实行计件工资后，生产 效 率 提 高

52.5%，利润比实行前增长1.6倍。

③产量、成本、利润结合好。由于固定费

用在企业产品成本中都占相当比重，要获得较

好效果，就必须在增加产量、降低费用 上下功

夫，通过计算工资定额，使职工基本上认识了

产量、成本、利润的关系和提高经济效果的规

律性，边算边干，边干边算，千方百计保任务。
④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结合较好。

经济责任制把个人的收入和产量、利润紧密联

系起来，个人得多得少，决定于劳动创造价值

的多少，使三者利益有机结合。如帽厂1980年

超产帽子20.7万顶，增发超额计件工资1.66万
元，工资平均增长15%，工资增长部分占当年

税利增加额的32%，做到了国家多收，企业多

留，个人多得。
四、问题研究

经济责任制更好地体现了按劳分配原则，
个人积极性高了，但有的单位由于思想政治工

作跟不上，企业管理水平不高，定 额 不 尽 合

理，往往也出现漏洞，产生一些副作用。
①车间、班组利润超额，个人所得增加，而

企业利润未必能完全实现。企业利润是通 过 产

品销售才实现的，而车间、班组、个人只要按月

完成产品产量、成本或利润后，就可拿到超额工

资。如果市场情况变化，产品积压，就会出现

个人多得、企业不得的矛盾，甚至个人多得、而

企业受损。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很值得研究。
②追求产量，拼设备。如汽车超载，设备 超

负荷，有些厂设备失修的现象令人担忧。因此，

如何把设备保养、设备损耗等指标列入责任 制

的内容，并认真检查，有赏有罚，十分必要。

③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把职工的积极性引

向正途，防止“向钱看”思想的滋长，已刻不

容缓。如个别单位的部分职工；一听说要包下

去实行经济责任制，就提出“汽车我包了，超

利润全归我”。有的职工或小集体，千方百计

只在个人多得上下功夫，苦思冥

想搞邪门歪道。因而做好思想政

治工作，并相应地健全各项制度，

特别是加强定额管理，是经济责

任制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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