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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实践与思考
路湘成

上海冶金系统各生产经营单位在1987年
试行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基础上， 于1988年上
半年， 正式与冶金局、 财政局签订了 “上海
市冶金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合同 ” 。 承包形
式实行 “三包一 挂＂ （即包上交利润、 包技
术进步、包出口创汇、工资总额与经济效益挂
钩），主要产品产昼按冶金局下达的年度计划
及奋斗目标考核， 合同期为 一 定5年不变。

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已有三年多了， 实
行的情况如何？起到何种积极作用？存在着
哪些需要完善的地方？应采取哪些措施与对

策来逐步完善？对此， 笔者在对上海铁合金
厂、 上钢十厂、 上海冶金设备总厂、 上海第

三冷轧带钢厂初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提出

一些看法与建议， 供有关领导与部门参考。
一、 承包经营责任制对千搞好企业是有

一定成效的
1. 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有利于企业领

导与工人转变思想观念， 有利于企业转轨变
型。 承包经营责任制合同书签订之前， 企业
基本上处于生产型的状态， 以完成国家计划
为主要任务， 不承担产品销售盈亏的经济责
任。 承包制在国营大中型企业推行之后， 企
业领导与职工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
化， 企业也加快了从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型、
质量效益型方面转化。

2. 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有利于企业自

主经营， 提高效益。 搞好大中型企业， 企业

是主体。 企业实行了承包经营责任制， 朊有
压力， 又有动力。 压力是要确保上交给国家

财政的那部分， 动力在于超过可以多留。这

就使得企业必须努力开拓自主经背之路。承

包经营责任制实行以来， 企业除了完成国家
指令性计划之外， 在自主经营方面的责任

性、 积极性都有了一定程度的发挥， 自主经
营的能力与水平也正在不断提高．

3. 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使企业增加了

技术改造的部分财力， 有利于增强企业的发

展后劲。 承包经营后， 从责任约束来看， 一

般都明确规定了技术改造、 固定资产增值及

新产品开发等责任指标。 笔者了解， 大中型

企业的领导把 “ 多超多留 ” 的那部分主要用

在企业的技术改造方面。 我们企业都有30多

年的历史， 而设备总厂已愈花甲之年， 设备

陈旧落后， 场地拥挤， 这种状况严重影响了

新产品开发， 影响了质量提高， 影响了环保

与安全。 经营者的责任性与现实的迫切性，

都使得企业在承包经营之后用多超而多留的

部分资金及其他渠道的资金搞技术改造。
4. 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实行， 有利千企

业职工增加收入与改善福利， 一定程度上调

动了职工的生产积极性。 承包经营之后， 各

承包企业的职工工资基本上每年升 一级， 工

资、 奖金的总额基本上每年有增长。 据上钢

十厂统计， 1989年全厂人均年收入比1988年

增长24.85%。 同时， 职工的福利也得到较

大幅度的改善。 据四个厂了解， 这儿年建房

的资金用得超过上级核定数的3倍以上， 使

一大批住房困难的职工喜得新房。 企业在搞

好职工食堂方面花了不少钱， 同时在防寒保
暖、防暑降温的条件改善方面也作了 一 些努

力， 改善了 一 线工人的休息室、 更衣室；幼

儿园、托儿所、 技工学校的设施得到了添置

与更新；职工的文化、体育、娱乐设施也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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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发展， 通过定置管理， 企业的生产环境、

生活环境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占职工总数比

例25％左右的退休工人的晚年生活也随着企

业实力的增加而更加充实。

5. 实行承包经背责任制， 确保了国家

的财政收入。 按照承包必须 “ 包死基数， 确

保上父， 超收多留， 欠收自补” 的原则，

一定程度上硬化丁财务约束， 企业相对米说

有了自负盈亏的责任。 承包所确定的基数部

分必须保证上交。 随着生产的发展， 国家在

流转税中还可以增加财政收入。 上海冶金企

业对超过承包基数的部分， 采取的是比例分

成（ 一九分成）， 国家还能取得 一 定的收

益。 若企业完不成承包基数， 要用自有资金

抵补。 然而， 这两年市场疲软、 效益滑坡的

特殊因素， 财政采取了挂帐待补交的办法。

因此， 承包经营责任制不但不会减少或挤占

国家财政收入， 而且通过承包促进生产发

展、 效益提高， 给国家财政真正开辟新的财

源。

二、 承包经营责任制在实行过程中的矛

盾

承包经营责任制作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的 一 项重要措施， 而且是建立一 种新型的企

业经济运行机制， 难免在实行过程中发生一

些碰撞与矛盾， 出现一 些不适应的悄况。

（ 一 ）承包基数的确定性与外部环境的

变动性相矛盾。 承包上交利润的基数总体上

是一个常数， 定了之后不能更改， 而基数的

确定又是以外部条件相对稳定为前提的。 上

海冶金企业基本都是以1987年的实际利润为

承包经营的基数。 据了解，1987年大部分企

业的效益都处于 “巅尖” ， 所以确定的基数

比较高。 然而承包经营合同签订之后， 外部

经营环境难以预测的因素太多， 变化太大，

致使企业出现 “生产指标先进、 经济效益滑

坡” 而完不成承包基数的状况。 上海冶金行

业这几年 “生产上去、效益滑坡” 的现状，正

是很有说服力的证明。 铁合金丿1炽料、 屯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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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外汇汇率调整， 对完成经营目标带来丁很

大的影响。 当然， 企业的领导眼睛向内， 从

管理要效益， 抓双增双节， 消化了 一 部分外

部调价因素；尽管如此， 要完成胀定的承包

基数就显得日益艰难。 上悔钢铁工业是加工

工业， 尤原料基地， 因家的价格政策向上游

产品倾斜， 致使企业经济效益趋于继续下滑

的地步。 正因为外部环境变动性大， 国家在

考核企业承包效果时又不予剔除外部较大幅

度的调价因素， 所以对企业经营效果的评估

也缺乏正确的标准， 很难说某一 企业的经营

好、 效益高。 有的厂长风趣地说： 一张纸能

把一 个企业一 夜天变成 “ 富翁 ” ， 也能变成
“ 乞丐 ” ， 真是无法捉摸。

（二）承包期限的阶段性与企业发展的

连续性相矛盾。 企业的发展， 不仅要考虑当

前的效益， 也要考虑发展的后劲。 上海冶金

企业技术改造的任务十分艰巨， 不是几年就

能改变面貌的。 现在的承包经营合同 一般以

几年为期限，厂长的任期也基本与此相同。

我们现在的企业领导有着较高的素质， 既抓

当前， 又抓长远。 但是， 他们比较注重于当

前， 即如何超额完成承包基数， 如何解决

当前生产过程中迫切需要解决的原料间

题、 设备问题、产品销售问题， 如何解决职

工的工资、 奖金的提高及福利设施的改善，

而鉴千自己的任职期限、 承包期限及冶金企

业技术改造的特点与难点（投资大、 建设周

期长、 投资效益的反映过程较长）， 故对今

后的发展不如当前那么重视。 企业这种短期

行为的状况是承包经背责任制所规定的承包

期限的阶段性所致。

（三）承包经营的自上性与行政竹理的

干预性相矛盾。 承包经营责任制的脏要一 点

就是企业拥有相对独立的自主经营权力， 足

以保证承包任务的完成。 我们现行的承包经

营责任制合同还是凭借传统的行政框架实现

的， 企业按照原来的隶属关系同主管部门、

财政部门签订合同， 无法彻底摆脱对主竹行



政机关的附属关系。 企业的资产代表者是政

府， 企业的 一 些主要原材料、 电力、 运输等

丛． 问题仍需要政府部门予以提供， 企业的各类

荣誉仍需要政府部门检查、 验收、 认可， 企

业的技术改造计划仍需要政府部门批准。 总

之， 承包经营的自主性与行政管理的干预性

的矛盾 一 时难以消失， 相互间的矛盾仍然时

常发生。

（四）承包企业职工的利益冒尖性与社

会分配的平衡性相矛盾。 承包经营之后， 企

业交了国家财政的那部分， 余下就是企业

的， 使企业的自身利益与自己的努力成正

比。 工资总额与经济效益挂钩， 又把职工的

～ 工资、 奖金收入与企业经营成果紧密联系起

来， 利益机制比较直观与强烈。 同时， 承包

经营合同所规定企业必须完成的上交利润及

其他经济指标， 是对企业实现自身利益目标

意向和行为的 一种牵制、 引导和调节。 这种

责任压力对经营者和职工造成的心理效应也

是十分明显的。 企业领导在落实承包经营合

同的动员时， 都把搞好承包可以提高职工的

收益作为重要内容， 即超过承包基数的单位

与没完成承包基数的单位加工资的金额是有

明显的区别。 领导是这样讲的， 职工是这样

想的。 然而， 这儿年工资调整时， 主管部门

考虑到 “稳定” ， 考虑到企业的级别。 在下

达工资调整的人均控制数时， 对企业承包经

营的实际成果基本不予考虑。 企业领导认

为： 我们企业效益好， 工资应该多加点， 至

少要比效益差的单位要多加儿元。 但是， 经

主管部门的平衡、 控制， 增资的金额反而低

于效益差的企业。 职工说： “ 工效挂钩“ 只

是动员时说说而已， 真正加工资， 又是另外

一回事。 这样， 不同程度地挫伤了职工的生

产积极性。

三、 完善承包经营责任制的若干思考与

建议

七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我国国民经济

“八五” 计划与十年发展规划的决定中指

出： “ 承包经营责任制应当继续实行一段时

间， 但要进一 步完善。”完善承包经营责任

制是搞活企业、 深化改革的一 项迫切任务。

我认为， 应该从以下儿方面作进一步完善：

（ 一 ）要确定合理的承包基数。 承包基

数的确定， 是承包中的核心问题与前提问

题， 对企业来说至关重要。 企业经营成果优

劣的评价， 留利多少， 职工收入的多寡， 无

不取决于承包基数的高低。 能否确定合理的

承包基数， 不仅关系到国家、 企业和职工的

利益， 而且也影响到企业与职工生产经营的

积极性。 承包基数的确定要建立在科学、 合

理并留有一定余地的基础上。 不能简单地以

某一 年企业的实际利润作为确定承包基数的

依据；若谁的效益指标好， 那基数就订得

高，若效益指标差， 那基数就订得低。 再

则， 基数一定就是好几年， 在基数确定的儿

年中， 外部环境变化多， 那基数订得高的企

业就叫苦不迭， 而基数低的企业， 只费较少

的努力就可名利双收。 上海冶金企业普遍反

映： 基数订得太高， 是 “鞭打快牛 ” 。 冶金

设备总厂的承包基数近千万元， 而机械设备

系统的同类型厂顶多只有200,-.J300万元， 相

差甚大 C 根据一 些企业领导的意见与主管部

门的反映， 拟提出下列确定承包基数的方

法： 片承包基数应取 “七五” 期间企业5

年累计利润或利税总额的加权平均数， 也可

取 “六五” 加上“ 七五“ 共 10 年企业累计利润

或利税总额的加权平均数， 这比以某一年的

实现利润数作为承包菲数的计算依据要科

学、 合理 J 2. 坚持 “横向看水平， 纵向比

进步” 的原则， 求出同行业的资金平均利润

率， 以怢合金厂为例， 求出全国 14 个重点

企业的资金平均利润率， 作为确定承包基数

的依据，凡根据企业设备的累计折旧率，

相应在计算基数时， 划出 10~25% ， 支持企

业搞技术改造与增添后劲。

承包期限的确定要考虑企业的发展规

划。 冶金企业技术改造和产品结构洞整的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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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比较长，也很难在短时间里显示投资效果，
承包期长一 点、， 有助千企业克服短期行为，
有利于促进企业的技术改造。 浙江省把厂长
任期与技术改造项目的期限结合起来的做法
是可以借鉴的。

（二）对承包期间外部环境的重大变
化， 应该按照从严从紧、 实事求是的原则，
予以考虑。 承包经营合同 一定5年， 合同中
所涉及的企业责任都是确定性的， 但外部环
境的变化较之确定基数时已难以言喻． 这儿
年中， 原材料、 屯费、 运费等连续不断的调
价， 而且调价幅度使企业确实到了难以承
受、 难以消化的地步。 对企业来说， 一头要
“包死基数” ， 千方百计要确保上交给国家

财政的那部分， 另 一头对原材料等调价因素
又要 “生吞活剥 “ 地消化， 在考核时 “一律
不予剔除” ， 这怎么能生存与发展呢？以铁
合金厂为例， 所用的铅矿、 猛矿大部分是进
口的， 这儿年国外铭矿、 钺矿的价格翻了 一

番再转个弯， 外汇汇率的调整， 电费调价，
原有的效益已被上述外部环境的变化冲得所
剩无儿。 笔者建议， 对企业在承包期间发生
的外部环境重大变化时， 即确因政策性因素
而影响企业成本、 效益滑坡或企业产品调价
而得益较多的， 财政部门与主管部门应认真
核查， 采取实事求是的算帐办法， 酌悄调高
或调低当年的承包基数。

同时，建议作为发包方的政府主管部门、
财政部门要在改善企业的外部环境及宏观管
理方面做好协调平衡工作。 如贯彻行业政策
及贯彻 “双保企业” 的有关文件精神， 为企
业完成承包经营目标及完成指令性计划提供
必备的条件（包括： 追加流动资金、 主要原
材料的供应、 电力和运输的保证等等）。

（三）完泊承包经营责任制， 必须进一

步给企业放权， 更有利于企业自主经营， 使
企业在商品经济的海洋中游泳。

自主经营要讲究产品的市场占有率， 企
业应不断扩展市场扰台， 不仅要扩大国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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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 也要努力开拓国协市场。 政府既要鼓励
企业在国内市场中自主经营， 更要鼓励企业
到国际市场上自主经营。 目前象上钢三厂、
铁合金厂、 新沪钢铁厂这些一 年出口产品额
在 1000万美元以上的企业， 没有直接的出口
经若权， 产品的出口， 原料的进口， 只得靠
外贸单位办理进出口手续。 上淘冶金企业发
展外向型经济， 有若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与
经济技术基础， 但缺乏直接进出口的自主经
营权， 怎么能参加国际市场上的激烈竞争
呢？以铁合金行业为例， 同上悔铁合金厂规
模差不多的企业， 如吉林、 锦州、 峨眉、 西
北、 湖南等铁合金厂都具有直接出口的自主
权。 所以，尽快地、 有重点地、 有选择地给
予进出口任务较多并具备 一 定的外贸基础的
企业有直接从事进出口业务的自主经营权就
显得十分的迫切与必要。 这样， 企业自主经
背的天地更宽广了。

（四）实行承包经背责任制的企业， 要
注直加强企业内部的管理， 纠正 “一 包了
事” 与 “ 以包代管” 的倾向， 健全各项竹理
制度， 改善经营管理， 改善各项技术经济指
标， 同时要搞好职工的民主管咒， 允分调动
职工的积极性与创造压提高企业的整体素
质。 已获得 “ 国家二级企业” 称号的饮合金
厂、 上钢十厂、 冶金设备总厂， 都把晋升为
国家一 级企业作为加强内部管理的动力， 使
企业管理的水平在承包经营中得到提裔。 冶
金部最近在铁合金厂举办了管现上一 级的研
讨班， 较为全面地介绍并推广了他们搞活经
营、 技术进步、 内部升级、 现代化管理等方
面的经验。

同时要具正治实企业职上的上资与经济
效益挂钩的考核办法， 鼓励承包经齿的企业
职工千方百计完成并超额完成承包任务，当
然企业内部也要完善各种形式的经济责任
制， 把企业的承包任务层层分斛落实， 使经
营者与生产者共捐风险， 共卓利益。
（本文指导老师： 上海铁合全厂厂长熊疗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