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质量、消耗及其他指标与奖金挂钩。分厂（车

间）、部门对职工个人，则根据不同的情况，分

别采取承包工资、计件工资、计时工资加奖励

等不同形式进行分配，从而有效地贯彻了按劳

分配的原则，增强了企业内部的激励机制。
（五）加快技术改造，推动企业发展

旧的经济体制，企业的技术改造，主要依

靠国家投资拨款；承包以后，企业的技术改造

主要靠企业自己解决，投资主体由国家转向企

业，企业钱多，技术改造就上得快。这样，就

迫使企业精打细算，勤俭节约，讲求经济效果。
涟钢在承包的7年中，以留利1.2亿元用于技术

改造，并与更新改造资金和大修理基金捆在一

起，共投资1 .8亿多元，完成 了技 术改造和配

套项目90个。其中，新建了一座42孔焦炉，增

加了 炼焦 能力28 万吨；改 造了三 座300m 3高

炉，新增炼铁能力22万吨；扩建了一座 6吨电

炉和一座15吨氧气顶吹转炉以及二台方坯连铸

机，新增炼钢能力22万吨；改造了三个轧钢车

间，新增轧钢能力17万吨。这样，不仅提高了

产量，而且大大降低了能耗，提高了产品质量。
由于企业依靠自己赚的钱进行技术改造，在生

财、聚财、用财方面掌握了主动权，力求做到

投资省，见效快，当年开工当年投产，大大提

高了技术改造的效益。
涟钢 7 年承包的实践证明，承包经营是增

强企业活力的有效途径，是调动职工积极性和

创造性的有力措施，它能使企业兴旺发达，国

家财源日益茂盛，加快了整个经 济 发展 的 进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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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完善承包经

营责任制的 几个问 题

冯纯铸

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是搞活企业、深化改

革的有效途径，也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需

要各方面改革的相互配套、衔接和协调，以便

完善对企业的激励、协调和约束机制。企业财

务会计工作如何配套改革才能既为搞活企业创

造条件，又能确保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笔者

想就一些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首先，包死的基数与超收分成的比例要科

学合理。要认真计算企业的投入、产出量及剩

余产品量，做到核定基数不让步，使企业“背

水一战”；超收分成的比例要放活，“网开一

面，放水养鱼”，激励企业向内挖潜力，“跳

起来摘桃子”。当前的问题是一些承包经营方

案只注重企业现有水平，而忽视潜在优势的发

挥，形成潜力大的企业在低指标上滚动，包得

很“肥”，留利过多。因此在实行承 包 经营 制

中，要把确保地方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作为实

行承包制的指导思想，抛弃把减税让利作为搞

活企业唯一途径的作法。确定承包基数与比例

要“横向比水平，纵向比进步”，一般要按照

前三年的实现利税情况进行加权平均，加上一

定增长比例的基数，同时要考虑前三年的特殊

因素和后三年可能发生变动因素的影响，兼顾

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利益。
其次，要抓好资产的评估及有效增值的考

核。为保证国有财产的全民性质，防止国有财

产的价值转移和承包企业“拼设备”“吃老本”

等掠夺性经营的做法，评估资产一般要以帐面

的固定资产原值、净值为准，按期初、期末同

口径计算，要明确规定设备完好率和资产的增

值指标及期终审计。考核企业资产增值是否有

效合理，要计算资金利税率、产值利税率和成

本利税率。如果三个指标均有上升，说明资产

增值有效合理，就要奖励企业，反之，则是无

效增值和无增值，就要予以处罚。因此，一要

在合同中明确企业自有资金中生产发展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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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福利基金和奖励基金的比例，控制企业自

有资金的投向；二要定还贷款指标，使企业技

术改造实现良性循环；三要在承包指标中把上

缴利润和技术改造两项指标作为否决指标，促

使企业用于技术改造的资金不断增加，把留利

的大部分用在技术进步的扩大再生产上，从而

真正建立同企业短期行为相抗衡的制约机制。
第三，充实和完善以经济责任制为核心的

激励机制。承包经营责任制的核心就是用合同

的方式明确了国家与企业间的分配关系。企业

缴够了国家的，剩下的就是自己的，政策透明

度高，企业和职工看得见，摸得着，一年或几

年早知道。特别是工资总额与上缴利税挂钩的

办法，避免了奖金税的拦堵，因而对职工产生

的刺激更强烈，效果也更显著。所以要把承包

的总指标，在企业内部划成若干个分指标，层

层分解，层层承包，包到班组，落实到个人，
做到千斤重担众人挑，人人肩上有指标，把承

包指标同个人的收入粘在一起，使承包产生激

励，由激励企业，演化为激励广大职工，从而

提高职工的劳动积极性。
第四，改革企业内部分配机制，搞好企业

内部经济利益的分配。改革的原则应该是在提

高经济效益的基础上，做到国家多收，企业多

留，职工多得，提高经营者的收入水平，使职

工从自身利益上关心企业的发展，把自己的利

益同企业的前途命运联系起来。在做法上：一

是加强企业经营管理机构，建立一套行之有效

的规章制度。以不断增加企业资金积累来逐步

提高奖金的标准。财政、税务、劳动、银行等

部门要严格控制承包企业工资总额的增长和奖

金税的起征点，促使 企 业自有 资金的投向合

理；二是设立处理损失 准备 金或承 包风险 基

金，根据企业发展情况从自有资金中按一定比

例划出，逐年提取，并作为专款存入银行，用

于处理企业损失、弥补欠交税利和对职工收入

以丰补歉；三是改革企业内部工资、奖金分配

的具体形式和办法，正确处理工资分配中“死

工资”与“活工资”的关系，把工资、奖金与

产品质量、产量、成本、消耗、费用等项指标

挂钩，实行浮动工资或定额计件、计量工资以

及提成工资等。
第五，要妥善处 理企 业 承包后的遗留问

题。企业承包后，新老贷款的偿还问题要坚持

老贷款老办法、新贷款新办法的原则，偿还贷

款最好在超收分成中解决。当前的问题是需要

对企业的老贷款进行一次彻底的清查，督促企

业制订还款计划，审核企业贷款项目的经济效

益，并适当提高新增的固定资产折旧率，以增

强企业对新贷款的偿还能力。对于企业库存商

品成本过高、积压多的问题，原则上应由企业

自行消化，不应低减企业在承包期内实现的利

润数。
第六，对承包企业新增固定资产的财务处

理要坚持维护国家利益的原则。随着商品经济

的发展，企业的生产要受市场的调节，生产的

扩大与缩小，投资的增加与减少都要由企业根

据市场情况来决定。这就要求企业成为投资的

主体，把国家集中投资的任务逐步转给企业，
从根本上改变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的投资

格局，建立起合理的投资体制。尤其是按照承

包合同的规定，企业自有资金的75% 以上要用

于发展生产，这就产生承包企业增值固定资产

的归属和效益如何分配等问题。怎什办？我个

人的一些想法是：一是清理登记好企业承包前

的固定资产；二是把企业留利资金在银行储存

时的生产资金帐户和消费资金帐户严格分开，

不得互相挪用；三是明确规定国营企业凡用税

前还贷、减免税款和财政返还利润形成的固定

资产，所有权仍属国家，新增效益按承包合同

办。凡用上交税利后的自有资金和企业自筹资

金增值的固定资产，所有权理论上归国家；四

是对企业用自有资金进行生产性投资增值固定

资产形成的效益，除交纳10%-30% 的所得税

外，这部分效益从企业税后留利中单独划出，
50% 用于福利基金和奖励基金，以充分提高企

业用自有资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五是企业用

超承包目标收入和自有资金还贷，其利息由财

政返还给企业，鼓励企业利用此法还贷的积极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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