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黔
粉 浅谈零售商店的 内部承 包、

~ 擎

髦二 , 、 、 , 、 , 。 二。 二 , 李金 轩 ~
, 、 , 。 , , , , , 二攀

零售商店实行经营责任制 或利改税后
,

如何搞好企业 内部的承包
,

对打破
“
大锅饭

” ,

克

服平均主义
,

逐步完善经营责任制有着重要的 意义
。

本文试就搞好企业内部承包的重要性
,

搞

好内部承包的基本途径与应该注意的问题
,

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

搞好内部承包是完善经营责任制的重要环节

经营责任制 的推行
,

给商店带来 了活力
。

在商店通过上级主管公司采取各种形式向国家

承包 或改为利改税 以后
,

为了进一步解决企业 内部职工之 间干好于差一个样的问题
,

调动每

个职工 的积极性
,

重要地是在商店 内部根据实际情况
,

实行 以商品部或柜组 为单位对商店进

行承包
,

乃至把某些主要考核指标分解落实到商品部或柜组
,

并通过对经济效益和社会服务

效果各项指标考核办法的建立
,

把每个商品部或柜组的责
、

权
、

利紧密结合起来
,

把每个职

工的责和利真正挂钩
,

联责计酬
,

搞好商店内部职工之间的分配
。

这一步搞不搞
,

搞的实不

实
,

能不能坚持
,

首先它将直接影响商店能不能正确处理国家
、

企业
、

职工和消费者四方面

的关系
,

直接影响商店是不是真正坚 持社会主义经营方向
。

因为只有商店的责任
,

没有商品

部组 或职工的责任
,

`

这 个责任就很难说是真正明确的
;
责任不明确

,

执行党和国家的方针政

策就可能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偏差
; 而出现了偏差也很难追究责任

:

这不能不说是当前在实行

经营责任制中
,

某些商店没能正确处理国家
、

企业
、

职工
、

消费者相互关 系 问 题 的一个原

因
。

其次
,

它将直接影响商品部或柜组及每个职工经营积极性的发挥
。 `

实行内部承包
,

把商

店的
’

某些责任指标
,

化整为零
,

分解落实到柜组或商品部
,

既便于考核执行
,

又使每个柜组

写职工
,

’

看得见
,

算得清
,

能明确预期的结果
,

感到花费精力是值得的
,

只要努 力 搞好工

作
,

真能多劳多得
。

这不但有助于促进商品部或柜组积极主动地组织经营活动
,

而且也有助

于推动全店职工为完成商店的责任指标而努力工作
。

再次
,

它将有利于搞好商店 内部职工之

间的分配
,

有利于破除
“ 吃大锅饭

”
的思想

,

有利于克服平均主义
。

总之
、

搞好商店内部承

包是进一步 完善经营责任制的重要步骤
。

经济责任制和其他各项经济制度 一样
、

也必然有一

个逐步完 善的过程
。

在这个过程 中
,

除 了整个国民经济改革等多方面的配套进行
,

商店本身

难 以决策 而外
,

在商店内部通过承包逐步建立健 全各项切实可行的责 任制度与考核监督
、

分

配制度
,

则应该是各商店结合本行业的特点主动进行的
。

商店内部各种责任制度
、

考核
、

·

监

督
、

分配制度的健全
,

有助于做 到人人事事责任明确
,

使等量劳动获得 等 量 报 酬
,

奖勤罚

懒
,

奖好 门坏
,

就有利 于在商店内部抵制 各种违反政策
、

制度的现象发生
,

有利于通过改善

经营管理
. ’

提高服务质量等正确途径搞好商业工作
。

搞好内音咏包的基本途径

零售商店行业繁多
,

管理水平高低不齐
,

经营活动直接联系着广大消费者
,

经营成果受

客观因素的影响又较大 因此 实行商店的内部承包责任制
,

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的原则
.

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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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商店的不同行业
、

规模
、

管理水平
,

根据商品部或柜组的具体特点
.

因店因柜制宜
。

在实

践中
,

各商店采取丙邵承包的形式
、一布法乡可能有多衅样头 承包的指标与具体考核分配办

法可能各有异同
,

但是
,

不论采取哪种形式
,

搞好商店内部承包的基本途径
.

首先是要确定

平均先进的承包基数
。

承包基数的确定
,

直接关系到承包双方的经济利益
,

关系到企业的发

展 和商品部或柜组之 间
、

各组职工之 间的关系
。

所以
,

按什么样水平的基数进行承包
,

是首

先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

前一阶段
,

以商店启然们点为单位向业务主管部门的承包中
,

承包利

润基数的确定
,

基本上一是按前三年平均利润加平均递增率
; 二是以上年实绩为基础加增减

因素
; 三是 以上年计划加实绩 再除以二进行确定的

。

这几种方法的一个共同点就是用本店的

现在同本店的过去相比
,

形成成独竺影
,

子指标竺
,

这种
“
影子指标

” ,

往往是建立在 自身过 去

较低水平基础上的
。

所以
,

一般来讲
.

这种指标天都是容易被承包单位所接受的
。

问题是按

这种指标承包
, ’

在客观上就造成了经营管理水平较高
、

潜力难挖的先进单位吃亏
,

经营管理

水平较低
、

潜力较大的后进单位 则可轻而易举地取得利益
,

占了便宜
。

而且还助长了后进单

位有能力也不多超
, ’

“
留后手

”
的保守心理

。

搞好商店 内部承包
,

则一定要注意避免在确定

承包基数方面可能带来的弊端
,

面应采取科学豹测定方法
, ,

把基数确定在平均先 进 的 水 平

上
。

假如
.

在同类型的商品部或柜组之间
、

按他们同期实现的各项业务指标相比较
,

可分为

高
、

中
、

低三类
,

而每一类又可分为高
、

中
、

,

低三种情况
。

这样
,

就会有
“
高高

” 、 “
高中代

“
高低

” 、 “
中高

”
·

、 ` , 中中
” 、 “

中低
”
和 ”

低高
” 、

“ 低中
” 、 “

低低
” 九种情况

。

在

这 九种情况中
,
、

如果按照他们各 自本身的实际确定出
“
影子指标

” ,

那末
,

在一般情况下
,

处

于
`
咐低低 ”

这类情况的有品部或柜组
,

它们可供挖掘的潜力大
,

`

往往不用经过努力就会轻而

易举地达到
,

或者稍许努力就可超过
、

甚至大大超过确定的承包基数
。

而处于 “
高高

” 这类

情况的商品部或柜组
,

则很可能形成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而超额无丸牛一毛的结果
。

如果真是

这样的话
,

那在实际上就会起到保护后进
、

打击先进的不良作用
。

与确定
“ 影子指标

” 的办

法相反
,

而是按平均先进水平来确定基数
,

`

例如
,

确定在
“
高低

”
到

“
中中

”
这类情况的幅

度之
一

间 。 这样 二
在客观上所起的作用就不同了

二二

它会使先进的商品部或柜组有超 头
,

后进的

有奔头
; 使大多数商品部或柜组 经过努力才能达 到指标

.

使少数商品部或柜组不好好干就达

不到指标
,

起到鼓励先进
、

鞭策后进的作用
。

由于这种按平均先进水平豹办法来确定墓数
,

是

把同行业
、

·

同类型的商品部或柜组相比较而确定的奋因此
,

还可以避免在一个商店中由于各

类商品部或柜组所经营的商品不同
,

因而实现 各项业 务指标的情况不 同而造 成的承包指标难

分解
、

引起柜组枪生意
、

不团结等弊病
: `

其次
,

是制定切实可行的考核监督办法
。

实行内部承包以后的考核指标
.

原则上应当是

进行 全面的考核
。

`

既要考核经济效益
` ,也要考核社会服务效果

。

在经济指标中
.

要对商品销

售额
、

利润额
、

资金周转天数
、

`

费用水平
、

劳动效率
、

差错率和经营品种等进行考核
; 在社

会服务效果指标中
,

’

要对经营榨风
、

执行政策
、
服务态度

、

柜台纪律
、

店容店貌
、

安全卫生

等进行考核
。

并从本商品部组的实际情况出发
.

将各项考核的指标
,

具体 化为若干条款
,

每

项条款定为若干分数
,

作为考核标准
。 `

在实践中
, `

有很多单位采用记分制的办法
,

把考核监

督
,

评分记分
.

结合起来作为在职工丙部芬配的依据
。

要把各项考核指标落到实处
,

就需要

有全面的统计和监督
。 、

在一些单位里
.

常有这 样一种现象
,

就是考核方法制定了
,

`

可是因为

缺乏认真地统计和监督而往往流于形式
,

或只发挥 较小的作用
。

在实行商店内部承包的过程



中
,

要把考核搞好
,

就一定要加强统计和监督
:

列宁曾经把统计 和监督看成是
“
把共产主义

社会第一阶段
·

安排好
’

并使它能正确地进行工作所必需的 主 导 条 件
” 。

( 《列宁全集》

第 25 卷
,

第 4 6 0页
。

) 可见
,

搞好各项指标 的统计和监督工作多么重要
:

在实践过程中
,

只有

加强统计
.

加强主管领导部门和顾客群众的社会监督
,

加强 企业 内部的 自我监督
,

才能把各

项考核指标落到实处
,

才能把商店的内部承包
、

经济效益和社会服务效 果紧密结合起来
.

才

能确 保整个商店履行它所承担的责任
。

第三
,

是搞好商店内部职工之 间的分配
。

零售商店按照有关规定
.

纳税缴利支 出费用以

后的盈利
,

如何合理分配使用
,

这是一 个具体而重要的问题
。

按照国家规定
,

」

在企业税后 留

用的利润中
,

用于职工福利基金和职工奖励基金两项 的比例 不得高于 40 %
。

在实行内部承包

的商店里
,

怎样结合这部分所 得
,

把职工之 间的分配搞好
,

充分调动全体职工的积极性
,

也

是一个需要认真解决 的基本问题
。

常州市商业局近 两年来的实践
.

为我们提 供了有益的启示
。

他们在解决 企业内部职工之 间的分配问题上
,

突破现行工资制度的框框
,

改变过丢
“
固定工

资加奖金
” 的分配办法

,

实行浮动工资
、

记分计酬
。

即把标准工资分解为两部分
,

其 中70 一 80 %

作为基本工资
,

当月发给职工
; 20 一 3右%作为浮动工资

,

连同提成工资即原来的奖金部分
.

按

分 (此分
,

一般包括底分

—
即出勤分

、

计时分
、

劳效分
; 补贴分

—
即岗位分

、

工种分
;

奖

励分三种 ) 计酬
,

在下月初分发到人
。

这种内部分配办法的作 用
,

比原先只发奖金时要大得

多 J 因为它较明显地改变了过去干多干少
、

干好干差一个样的状况
,

更进 一步体现了按劳分

配的原则
,

更有效地调动了职工 的积极性
,

提高了企业的经营效果
。

搞好内音睡包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首先
,

要弄清实行 内部承包的重要意义
:

使商品部或柜组与职工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
.

自

觉 自愿地进行承包
。

使商店领导的积极性同商品部组和职工的积极性结合起来
,

防止只有一

方面 的积极 性而使商店 内部的承包流于形式
.

达不到巩固发展和完善经营责任制 的目的
二

其次
,

要利用科学 的测算方法
,

认真核定承包基数
:

一要改变单纯依靠经验估量 的方法

评定承包基数的作法
,

二要改变 只局限于对本 店历史情况的分析研究
,

缺乏对本行业
、

同系

统已经达到水平调查了解的情况
,

三要防止在戒包基数上讨价还价 一 力求计算准确
,

避免把

承包基数订的过低或过高
。

第三
,

要注意调动全体 人员的积极性
。

在制 定考核
、

分配办法时
.

应当反复具体地进行

模拟测算
.

从中找出最优方案
。

尽力避免 由于考核办法
、

内部分配 比例在全体职工与商店之

间
、

在老职工与新职工之间
、

在不 同工种
、

不同职务
、

不 同工资级别之间
, `

确定的不恰当或

不合理
二

而引起新 的矛盾
,

只调动 了某一部分人的积极性
,

而又限制了另一部分人的积极性
;

或只照顾 了职工群众的眼前利益而妨碍 了商店的发展和集体福利事业
。

第四
,

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二

商店内部经营承包责任制的实行
,

必然给思想政治工作带

来新的内容
,

提 出新的要求
。

那种认 为承包 以后
,

思想政治工作变 得可有可无
,

甚至认为不

起作用了的看法
,

是错误 的
。

实行承包虽然解决了一些问题
,

但它不是万能的
。

需要把政治

思想工作同经济工作有机结合起来
,

在党组织的统一领导下
,

行政
、

工会
、

青年团共同去做
:

尤其要教育全体职工明确承包的目的
.

防止那种认为
“

包就为发
、

发就要刮
” 的错误思想

,

在

承包中一定要把维护消费者利益放 在重要位置
。

否则
,

就失去了社会主义商业的职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