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企业经营管理．

健全内部管理机制

是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关键

黄 治

一、 企业经济效益滑坡的主要表象

1. 齿投入，低产出，企业经济陷入自我循环
的恶性 “ 空转”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资料表明 ，
1979~1988年的10年间我国预算内工业企业的固定
资产、工业产值和销售收入分别增 长了 9. 7 %、
8.3％和11.5%，而同期企业实现税利、上交税 利
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为7.6%、 3.93％和5.7%，工
业经济效益连年下降，拖了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后
腿。，从绝对数指标看，如果把国营工业企业当年实
现利税扣除自用 投资（包括固定资产投资和流动资
金笾加）的余额作为贡献额，则1981年这一数据为
514.87亿元，1984年降为431.18亿元，1985年更降
为1.56.75亿元，1986年变为负146.92亿元，1988年
进一步恶化为负282.19亿元，这说明我国国营企业
陷入了一种自我恶性循环。

修汇高消耗，低效益，成本上升，利润下降。
据测算，，生 产领域物质消耗与国民收入之比，1978

年为 1 : 0. 785, 1984 年为 1 :0,752, 1988 年更降
为1 :0.651。国营工业企业的资金利润率 也呈连
年下降的趋势。1978年曾达24.0%, 1984年曾略有
上升达25%，近几年大幅度下降，去年以来，资金
利润率低于10%。由千国民经济的物耗率上升，使
工亚产品成本大大超支，1989年的成本水平比上年
上升了 22%，这一上升水平，在我国历史上也是罕
见的。

气 ， 3.高消费，低效率，财政负担沉重。 由于许
多企业货不对路，产品积压滞销，停产半停产的企
业迅速增加，致使财政对企业的亏损补 贴每年 以
5％的速度增加，再加上近几年工资增长大大超过
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因而造成的需求膨胀，使财政
补贴增加更快。1989年，仅企业亏损补贴与物价补贴
两项，财政支出达千亿，财政巳难 以承受。另外，
在财政 “ 分灶吃饭” 和企业推行承包制后，客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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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造成了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和中央财政占
财政收入的比重连年下降的局面。如果企业经济效
益滑坡的状况再不加扭转，今后的财政更加困难。

二、 问题症结主因分析

造成工业企业经济效益下降的原比是多方面
的。有体制的问题，有政策的失误，也有指导思想
的一些原因。我们认为，休制的、宏观的以及外部

环境的影响， 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要理顺
关系、改善环境并不 是一朝一夕能解决的。实际
上，企业效益下降，其根本原因乃在于企业内部机
制。

承包经营责任制推行的初衷， 是想在以 “包死
基数，确保上交，超收分成，欠收自补” 这一原则
下，规范企业与国家的分配关系，从而使企业的外
部环境得到 改善 ，企业内部机制得以完善。但是承
包制本身，包括承包基数的确定，承包指标体系的
建立时就巳经包含一户一率等不规范的因索，以及
不规则的企业经营行为的导向，因此，非但没有使
企业摆脱行政束缚，相反，使行政干预在某些方面
得到了加强。对此我们姑且不论。仅就企业内部 来
说，承包制本身包盈不包亏，以包代管，在完善内
部机制方面，承包制并没有起到积极的作用。事实
恰恰是，原先基数高的企业，完成承包任务重，上

下拼命上项目，保上缴，只讲产出，不讲投入，而
原先基数较低的企业，更 是在承包后放松管理，甚
至有些企业 仅仅靠物价调整，靠 “价格效益” 依托
政策的变化，短时期内盈利滚 滚。高产出掩盖了高
消耗，日久天长，管理松弛，低`效益的局面便很难
扭转。可以这么说，我国企业的管理水平近几年来
并没有得到提高，有些企业甚至发生了 不同程度的
退化现象，而企业内部激励和制约机制的完善更是
步履维艰。在这样的外部环境与内部机制下，提郓
企业经济效益自然难 上加难了。



找们认为，企业的外部环境，是企业提高经济
效益的外部因素。外部环境的改善，需要国家加强
宏观管理与政策配套。对此，企业是无法施加较大
影响的。而企业的内部机制包括激励机制和制约机
制，则是企业提高效益的内因。只有从建立健全企
业内部机制入手，从加强企业各环节的管理与控制
着眼，向管理要效益，特别是通过建立一套对提高
效益起到保证作用的管理网络体系，形 成既有激
励、又有制约的机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企业
经济效益长期徘徊的问题。

三、 建立和健全企业内部机制

企业内部应建立一套怎样的机制，才能保证经
济效益得到待续提高？理论界有不少同志以及从事
企业管理实际工作的同志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如
资产经营责任制、目标管理科学等等，这些建议都

试图在吸收国际企业管理先进经验的基础上，通过
理顺关系，革新方法，使企业内部机制在内容与形
式上均有一个较大的突破。但是，在这些改革方案
的实践中，往往收效不大，在有些企业中所进行的
现代化管理改革的试点也往往流千形式 。 究其原
因，最根本的问题在于，我国企业的管 理 基 础 较
差，管理人员的素质、管理水平、管理方法和手段
与先进的管理标准相比，有很大的差距，有些企业
甚至至今尚未健全经济核算体系。因此 ， 我们认
为，建立和健全企业内部机制，在当前的首要任务
是建立和健全一整套严密的、协调的、高效的管理
系统，它以利润实现为中心， 资金管理为基础，成
本控制为关键。这个管理系统，将扎扎实实地从企
业基础管理入手，明确规定企业内部各个部门、各
个环节、各个岗位和员工在提高企业效益方面所应
承担的任务和职责以及应有的权限，制订各类标准
和考核奖惩办法，在集权与分权相结合、责权利相
结合的基础上，形成一个上下结合的全厂性的经济
效益保证体系。

建立以利润实现为中心、 资金管理为基础、成
本控制为关键的经济效益保证体系，需从以千四方
面入手展开 1

1.变革管理体制。我国现有的企 业 内 部 管
理体制是过去按产品经济的要求建立的，其目标是
保证完成国家下达的计划生产任务，因此，这种管
理体制带有浓厚的 “生产型” 。今天，当企业目标
转向经济效益这一中心时，传统的管理体制是否也
应作相应变革呢？答案是肯定的。我们认为，企业
内部管理休制的玉建，必须突出 “经营型” 和层

次性。可以设想在企业内部建立分层结构的休店肛
以厂长为核心形成决策层，这一层主要任务是在充
分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和基础上，对企业 的发展方
向、投资流向、经营目标与战略等进行决策分析，
选择最佳的决策方案，以财务部门为核心形成管理
层，其任务是从经济效益这一总体目标为依据，根
据各部门的职责分工，实施相应的管理措施，进行
有效控制，以车间为核心形成执行层，其任务是实
施提高经济效益的各项措施，努力完成各项经济指
标。．建立这样分层结构的管理体制，将有助于处理
好集权与分权的关系，处理好权责利的关系，使企
业上下均能按提高经济效益这一目标运转。

2.加强财务控制。财务控制，归根到底是经
济指标的分解落实，通过指标体系的建立，以及指
标的分解、落实、考核，才能达到控制的效果。因
此，在 “经济效益保证体系” 中，指标控制占有重
要的地位。有条件的企业，可以选择实现税利，资金
利税率，人均创税利额和劳动生产率等能够综合反
映企业经济效益状况的经济指标，结合本企业的实
际，进行指标的分解，层层落实到每一个部门、每
一个车间、每一位员工，使企业员工和各个环节都
有明确的考核指标或考核标准，奖 惩分

｀

，明，做到
“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纵横连锁” ，使企业内部

人人关心效益，人人参加管理，人人承担责任，人
人分享收益。

趴强化信息反馈。企业的经济信息能否及时
得到处理，能否及时反馈，这对企业决策的科学化
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企业财务会计统计等部门，是
企业经济信息集中的部门，企业可以由财务部门为
主组成全厂信息网络，对企业的计划、 物资供应、产
品诮售、劳动工 资等职能部门的经济资料，进行搜

．

集、加工、整理、分析，对企业财务报表、会计资
料以及实地捡测资料统一制式、统一申报制度，并
利用计算机等现代管理手段进行数据处理，及时反
馈信息，从而使企业经济效益中存在的问题能及时
反馈到决策层、管理层和执行层。

4．进行内部审计。为了保证企业所实现的经济
效果真实性强，经济决策科学化，企业内部应建立
内审机构，通过对财务决算、会计报表、会计核算
方法以及其他专题审计，辅之以对生产经营活动的
经常性的专题调查，可以找出企业管理的薄弱环节。
更重要的是，通过内审，促进企业核算的准确化和
标准定额的科学化，防止出现假帐、错帐、漏帐、
帐实不符、虚盈实亏等错误信息的发生与传导，增
强经济效益指标的真实性、合理性、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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