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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是企业的一项重大

改革。 实施以来， 取得显著的经济效果， 但

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本文试从对企业承包经

营者的要求， 提出应突出质量否决， 并从统

计监督的角度， 提出考核的指标与监督的体

系。

（ 一 ）

企业在承包经营中有不少间题亟待解

决。 其中， 有两个问题尤不可忽视： 一是单

纯以利税为主要硬性指标对经营 者 进 行 考

核， 易使经营者产生短期行为， 不注重技术

进步、产品开发和产品质弑， 擅自抬高产品

价格。 正因为这样， 不少企业的利税在一定

程度上并不能真实反映企业的效益水平。 在

价格体制新旧交替过程中， 由于市场机制不

够完善， 靠滥涨价格换来效益的企业屡见不

鲜。 再加之， 受原料、成品及其 价 格 的制

约， 特别是双轨制价格体系的影响， 使得企

业的利税水平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大起大

落， 与承包基期数差异甚大。 二是前者靠涨

价追求利润而忽视用管理和技术措施来消化

其产品成本的普遍而又严峻的现实， 说明了

承包经营质量否决已成为当务之急。

目前不少企业在质量否决上只对职工而

不对承包经营者（包括经营者集团）。 这说

明在承包的指导思想上对经营者 要 求 不够

高。 即使对有的企业经营者在承包经营方案

中含有质量否决及其考核的内容， 但经营者

往往从考虑企业的眼前利益出发， 采取降低

质量标准的手段来达到降低成本、提高经济

效益的目的。 在与之相适应或现阶段的质量

检验监督模式下， 企业质监（检）人员迫于

企业内部的压力和经营者随意性思想的支配

下， 降低验收标准值。 这种降低了标准的产

品便迅速涌向市场（尤其是紧俏商品）， 很

快变为虚盈利税；有的企业主管部门在 “只

要企业能完成上交利税， 就不必对企业的质

量进行监督” 的思想左右下， 放松了对企业

的质量监督， 甚至千为了给本行业、本地区

争得荣誉， 还直接或间接地暗示企业在产品

质量、产品创优、企业升级等方面弄虚作

假。

鉴于此， 在企业承包经营中， 不能不突

出质量否决， 建立质擞否决的指标模式， 充

分运用统计监督以达到质蜇监 督。 只 有如

此， 才能使承包经营者培植自我约束的机

制， 能动地规范自己的行为， 真正把产品质

量、 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堵死短期行为和急

功近利的后路。

（二）

如何对承包经营者进行质量否决？不同

行业有不同的具体情况， 要区别对待。 一般

来说， 可对经营者的质量否决考核划为质量

完成系数和主要技术经济指标完成系数两个

部分 ， 即报告期经营者的实际收入等于按承

包合同中的目标收入乘以质量完成系数， 再

乘以主要技术经济指标完成系数。

几考核的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资金利

税率、 人均利税率、原材料能源消耗降 低

率、安全生产情况、指令性计划完成率、 消

费基金增长或控制幅度等按百分制考核， 各

占一定的比例依次相加。由于完成的好坏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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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浮动的范围， 一般宜控制在80~120 分
之间。

九质量否决系数重点考核产品质量稳

定提高率、 抽查合格率、 优质品率、 达标率

和质量基础管理评价系数。 质量基础管理评

价系数主要包括围绕提高产品质量的设备更

新改造、 质量事故索赔、 设备基础管理、 质

量责任制执行率、 工作质量等内容。

产品质量稳定提高率的基数确定： 若本

地区同行业平均低千部颁行业标准的按部颁

行业标准计算， 高于部颁标准的按本地区平

均数计算。

质量否决系数＝ 产品质量稳定提高率X

标准分值＋抽查合格率X标准分值＋优质品

率X标准分值＋达标率X标准分值＋质量基

础管理评价系数X标准分值。

上式各项需据据各地区、 各行业的实际

情况， 制定一个下限标准。 凡达不到下限标

准的项目分值为零。

（三）

正确的决策来源于科学的预测。 而科学

预测是许多企业的空白点， 成为当今企业管

理面临的严峻问题。 我们认为， 考核企业承

包经营者， 实际上是考核他们在执行国家政

策的前提下制订计划、 执行计划、 预测决策

的能力。 它是质量否决系统中的实质和核心

内容。

首先， 由企业的主管部门将要考核的指

标下达到企业， 记作Ekl上｝经营者根据本

企业实际情况和掌握的各项信息进行科学预

测后按正常的经营决策程序进行决策， 提出

本企业各项指标的自报数， 记作Ekl自；承

包期满后，统计各项实际完成数记作Ekl实。

在与经营者承包时还要确定超额受奖 系 数
A, 超极受奖系数B, 欠额受罚系数C。 令
O<A<B <C, I= 1、2、3、......， 计算出

经营者实际得分值D。

当Ekl实�Ekl 自时， 用

D = � C Dkl + B (Ekl自－Ekl上） ＋ 

A (EkI实－EKI 自））

当EKI 实< EKI 自时用

D=� CDkI+B(EkI自－EKI 上） － 
C (Ekl自－EkI实））式中， DKI为完成某

项指标后的基本分，若Ekl上＝EKI自＝Ekl

实， 则D值＝基本分DkI。

设计该公式时， ABC三个系数的选定

值差异不宜过大 ， 若当时是经济者不敢接受

主管机关下达的任务时， 可加大B 值而减少
A 值；若经营者存在虚报情况时， 则加大C

值。

此考核模式积极作用在于： 第一， 因自

报值在考核计算中占有重要地位， 可以促进

经营者加强信息、 预测、 质掀、 决 策等工
作。 由于是自报， 可避免或减少主管部门与

企业之间的不协调状况， 也可促进经营者重

视人员素质的提高和基础管理工作的加强；

第二， 由于实际完成值在考核中起决定性作

用， 将促进经营者千方百计将承包经营目标

化为企业职工的共同目标． 从而推进企业内

部目标管理正常进行， 确保各项承包指标的

全面完成。

其次， 实事求是判定实际利税值。 质掀

否决是对企业及其经营者在经济收入上的否

决， 而兑现的来源仍离不开利税（工效挂钩

的企业）。 “工效挂钩” 的方法很多， 挂钩

（含否决）的幅度也不尽相同， 这里不加赘

述， 只就如何制定实际利税值谈一点设想。

我们认为， 首先需确定基期主要原材料标准

品和成品、 分品种销售单价， 再按报告期主

要原材料折标准品单价上涨幅度和主要原材

料成本与总成本的百分比， 求出报告期成品

销售单价来计算利税实际值。

报告期利税实际值＝2 [（主要原材料

折标准品单价比基期上升％X某品种主要原

材料成本占该品种总成本％＋1) X某品种

单位产品销售基价X该产品销售数址） －报

告期总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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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样的计量手段， 便可检验出 企业

利税的真实水平， 有利于剔除虚盈利税的部

分， 抑制企业消费基金的恶性增长。

（四）

影响经济效益的一个突出问题是不少企

业产品质量低劣。 一个国家产品质扯好坏，

从一 个侧面反映了这个国家民族的素质的高

低。 它也直接关涉到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价

格改革的进程。 将质量否决权引入对经营者

的承包经营责任制中， 对经营者的经济收入

和政治评价实行质量否决， 可以从根本上扭

转当前产品质蜇低劣的被动局面， 为经济体

制改革创造良好的环境。 但如果没有强有力

的质量监督作保证， 质量否决就只能是一句

空话。 所以， 在质量监督上也要来 一 个改

革， 逐渐把人们对量的追求和扩张引导到对

事物的质的规定性遵循上来。

1. 加强各级质量监测部门的职能和力

量，桉期对所属企业的产品进行实事求是的

抽查。 按照随机取样的原则， 每月对每个品

种抽查不得少于一 次， 按月将抽查结果进行

通报。

2. 建议企业内部的质量监督检验机构

与企业脱钓， 代表上级监督机关行使职权，

逐步向质监代理制过渡。 但在目前还不可能

完全形成这样的格局情况下， 企业内部应设

置独立行使职权的质量监测机构， 由上级质

监部门进行业务领导和指导；质监（检）科

长由上级质监部门聘任；质监（检）人员的

考核、 奖惩、 晋级与企业脱钩， 由上级质监

部门按照他们的业务水平、 制度的建立与执

行、 质量标准的建立与执行、 成 品质屈把

关、 质拱索赔、 走访用户， 特别是抽查合格

率等进行考核， 使质监（检）人员的把关职

能得到落实， 控制产品质量的目的 真正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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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只有这样， 才能使对经营者的质量否决

不走过场， 才能真正促进产品质址、 社会效

益和企业效益的提高。

3. 对工作质量的监督， 即对承包统计

数据的真实性进行监督。 众所周知， “要真

正认识对象， 就必须把握和研究它的一 切方

面” 。 只有以过去和现在大量、 全面、 系

统、 准确的资料为依据， 排除人为因素， 才

能使承包的统计数据做到真实可靠。 准确是

信息的生命。 然而， 目前有一 些企业， 由千

短期行为作怪， 其 统 计（生产、 质量、 消

耗、 技术等）口径与制度规定口径或者一不

致， 或者入为改变计算方法， 弄虚作假。 这

样， 再好的承包方案， 也会因无真实准确的

统计数据作保证而不起作用， 甚至会给承包

方案提供错误的定扯标准或定量模糊化。 有

极少数企业往往就是利用 “模糊化” 在签订

承包方案时进行讨价还价， 损害国家和集体

利益。 为此， 我们提出如下建议：

(1)匡家对企业除了借助于审计监督

外， 要建立健全行业主管和企业内部的统计

监督网络体系， 以便充分为质釐否决服务。

(2)把企业的全部生产经营活动的统

计调查、 分析、 预测和考核职能以及企业基

层的统计业务的学习、 指导、 检查等一律纳

入综合统计机构或统计信息中心， 并将统计

基础管理纳入到综合管理， 进行考核。 鉴于

此， 企业必须成立独立的综合统计机构或统

计信息中心。

(3)统一和严格计算口径和方法， 国

家虽然颁布有（（统计法》，但仍有不少企业未

认真贯彻执行。在这个问题上，要形成制度，

每年定期或不定期结合承包方案的具体问

题。 针对资料或数据来源及其真实性进行检

查， 以确保统计数据的准确可靠和承包方案

的顺利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