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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业保险工作的调查与思考

— 北京市东城区劳动局接收两个停产整顿企业后的报告

张树槐 刘 湘

1 9 9 3年新春伊始
,

北京市东城区劳动局先后接收了北京电冰箱配件厂
、

北京地

毯四厂两个停产整顿企业
。

北京市劳动局的同志在接收这两个企业后经过半年多工

作和调查研究后
,

写出了这篇对这两个企业和待业保险工作的调查与思考
,

现发表

在这里供有关研究和改革工作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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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停产整顿企业概况

北京电冰箱配件厂和非京地毯四厂都是洲年代末兴办的街道集体小厂
,

都随着经济体制

的改革
、

政策的调整
,

走过他们的坎坎坷坷
,

也曾有过他们的辉煌
,

在建厂 30 多年后的今天
,

却又都跌入低谷
,

连年亏损
,

负债累累
。

其中北京电冰箱配件厂亏损 15 3 万元
,

负债 170 万

元 、 北京地毯四厂亏损 3 10 万元
,

负债37 1万元
,

无法继续经营
,

终于被上级领导批准停产整

顿
。

他们为什么会落到如此境地? 除了领导间题
、

管理问题等诸多主观因素外
,

我们分析还

有三个共同的原因
:

一是这两个小厂是计划经济的产物
,

在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 中失败了
。

在计划经济体制

下
,

他们可以不间市场需要的
“
春夏与秋冬

” ,

照计划生产
,

而统购包销的政策可以保护其

铁饭碗照端
,

大锅饭照吃 ,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
,

统购包销被以销定产替代
,

行业之间

竟争激烈
,

再加上产业结构不合理
,

产品单一应变能力差
,

使他们很快被市场经济的大潮冲

垮
,

成为当然的落伍者
。

二是这两个厂均是大跃进年代的产物
,

先天不足
,

不俱备竞争条件
。

首先是 职工 中 以

中
、

老年妇女居多
,

男职工占1 / 3弱 ;年龄大
,

平均年龄 40 岁以上
,

文化素质低
。

其次是退休

职工多
,

地毯四厂现有职工 323 人
,

退休职工 44 0人
,

平均每个在职职工负担 1
.

4个退休职工 ,

电冰箱配件厂现有职工 1 55 人
,

退休职工 40 9人
,

平均每个在职职工负担 2
.

63 个退休职工
。

企

业背负着沉重的负担
,

就象负重的蜗牛
。

三是上级单位的行政干预
,

`

统得过死
,

几次三番的合并
、

分离
,

不合时宜的转产
,

企业

根本没有自主权
。

以电冰箱配件厂为例
,

从 70 年代起
,

先是经历了与丝 印厂
、

和平里晒图厂

的合并
,

后又分出塑料十七厂
、

塑料十九厂
, 1 9 8 1年划归拉锁总厂

,
1 9 8 6年又归属雪花公司

· ·

… 、
一

几经折腾
,

终于底气耗尽
,

从 70 年代区属工业行业骨干落到今天的局面
。

二
、

橄助的实施

心



东城区劳动局自 19 9 3年 1月 7 日接到北京市劳动局关于两厂停产整顿期间享受待业保险

的通知以后
,

东城区按照市劳动局有关政策
、

规定
,

分别向两个企业实施了救助
。

首先按照每人月标准工资的 75 纬计发待业救济金 (低于 65 元的按照舫元发给 )
,

同时每

月每人增发 6 元粮油调价补贴
, 5 元粮价补贴

, 5 元 民用燃料补贴
,

12 元肉蛋菜补贴
。

8 个

月来
,

为电冰箱配件厂发放待业救济金 1 3 2 7 7 5
.

5 0元
,

报销医药费 4
.

6万元
,
为地毯四厂发放

待业救济金 2 5 9 9 4 0
.

5 0元
,

报销药费 4 7 1 41
.

71 元
,

批准其免交统筹基金壬2万元 6 两厂总计 实

施救济 4 8
.

4万余元
。

为帮助企业安置富余人员
,

东城区劳动局先后与北京饭店
、

首都宾馆等单位联系劳务承

包
,

因种种原因成效不大
,

仅成交 17 人
。

目前
,

两厂停产整顿即将期满
,

经过各方努力
,

特别是企业 自身的努力
,

地毯四厂已出

现生机
,

可望重振雄风
,

再次投入市场竞争行列 , 而电冰箱配件厂虽多次登报
“
征婚

”
终因

退休职工的包袱过重
,

无人敢与
“
联姻

” ,

目前转机不大
。

综观劳动部门在此期间的救助工作
,

按时将救济金发到了职工手中
,

按规定为职工提供

医疗费用
,

保障了职工的基本生活
,

稳定了人心
,

为企业改革提供了契机
,

成绩是显著的
。

但在事关企业
“
起死回生

”
的大问题上

,

如启动生产资金短缺
、

大批富余人员无法安置等
,

作为一级待业保险机构
,

却又显得力不从心或无能为力
。

因此我们认为
,

目前我们的待业保

险工作仅仅完成了基本生活救济保障
,

还是消极和被动的
,

尚不能令企业和我们自身满意
。

兰
、

思考与对策建议

如何变被动救济为主动支持
,

能够将待业保险工作延伸到企业之中
,

在支持企业深化改

革
,

帮助企业开辟生产经营门路
,

安置富余人员
、

扶持企业启动生产等诸多方面发 挥 积 极 作

用
,

我们认为是当前待业保险工作应研究解决的间题
。

(一 ) 关于如何用好
、

用活待业保险金问题

待业保险制度是国家为保障待业职工在待业期间基本生活
,

并通过转业训练
、

生产自救

等手段促进再就业建立的一种制度
,

而待业保险基金则是为这项制度而设置的专项基金
,

是

待业保险制度的物质基础
,

如何用好用活待业保险基金关系到如何更好地发挥待业保险在劳

动钊度改革中的积极作用
,

关系到如何最大限度地支待企业改革
,

促使企业充分利用待业保

险
,

加快改革步伐
,

_

加大改革力度的间题
,

也是待业保障事业成功的关键
。

据了解
,

自1 9 8 6年建立待业保险制度 以来
,

全国共征收待业保险金 46 亿
,

支出1 5亿
,

支

出占收入的 32 % , 北京市东城区共征收待业保险金 3 50 万元
,

支出64 万元
,

支出占收入 18 %
。

从以上数字可以说明
,

一方面作为政府职能部门积累了大量的待亚保险金
,

没能充分发挥其

功能 , 另一方面
,

停产整顿企业急需资金注入活力
,

富余职工急需安置
,

待业保险基金在这

些重大关键问题上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

至少是没有充分发挥作用 , 从企业收缴的基金并

没有全部或大部用于企业
,

这至少说明待业保险工作还没有到位
,

待业保险基金还没有用好
、

用活
。

我们认为用好
、

用活基金
,

一要解决领导观念问题
,

既不能重积累轻支出
,

更不能满足于管

住看好基金就行
,

应在解放思想
,

拓宽待业保险基金使用领域上下功夫
。

二要利用区县待业

保险机构直接参与对企业的救济优势
,

赋予权利
,

以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
,

改变目前区县

待业保险部门仅仅作为市里的
“
会计室

” 、 “
使唤丫头拿钥匙

”
的被动状况

。

三是市里应适

当放宽基金使用权限
,

按照基金收缴比例
,

给区里留一部份基金
,

用以在必要时支持企业恢



复生产
,

或者实行对企业的
“
两级诊断制度

” ,

即
:

根据区县的 申请报告和可行性分析
,

经

市区两级诊断后
,

拨付
“
启动生产基金

” ,

切实使待业保险金在支持企业深化改革中发挥作

用
。

(二 ) 关于如何更好的发挥生产 自救基地作用问题

生产自救基地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

配合企业转换经营机制
、

劳动制度改革

深化
,

为安置和容纳流向社会的待业职工而产生的一种 以工代贩的安置形式
,

建立生产自救

基地是扩大待业职工就业的好渠道
,

也是利企利民的好形式
。

1 9 8 8年
,

北京市东城区劳动局在市劳动局的支持下
,

先后组建了东四旅馆和东城金刚石

厂两个生产自救基地
,

基地建立初期
,

在安置东城区富余职工
,

缓解就业压力方面作出了积

极贡献
。

近两年来
,

由于两级管理制度 (东四旅馆 由东四办事处主管
,

金刚石厂由东城区劳

动服务公司主管 )
,

造成管理上的脱节
,

作为待业保险机构
,

又缺乏必要的约束 制度 和 手

段
,

致使两个基地均有不同程度的转向和失控现象
,

改变了其以工代娠的性质转而成为单纯

以盈利为 目的的企业
,

没有能在此次接收停产整顿企业中发挥作用
,

更没有担负起在全区范

围内吞吐待业职工
、

缓解待业矛盾的任务
。

这个教训使我们感到
,

要真正使生产自救基地成为
“
自己

, 的基地
,

成为安置富余人员

的基地
,

在劳动制度 改革中发挥作用
,

必须改变两级管理
,

建立一级管理制度
,

使其直接挂

靠在待业保险机构下
,

其人事
、

财务
、

管理
、

安置权均直接掌握在待业保险机构手里
,

成为

待业保险机构的附属机构
,

成为待业保险机构向企业和职工实施救济的组成部分
。

(三 ) 关于待业保险工作的劳动监察问题

待业保险制度是适应劳动制度改革和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的需要而建立的
,

是社会保障体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

几年来
,

它在填补社会保险空白
,

促进就业服务发展
,

促进改革
,

稳定

社会等诸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

随着待业保险工作的逐步实施和推行
,

越来越多的企业认识

到此项工作的重要性
,

并给予相应的支持和重视
,

主动向劳动部门缴纳待业保险金
,

但也仍

有不少企业着眼于局部利益和眼前利益
,

拒不执行待业保险有关规定
,

拒不缴纳 待 业 保 险

金
。

以北京市东城区为例
,

目前仍有 1 / 3弱的单位没有缴纳待业保险金
。

从理论上讲
,

待业保险制度从建立的那天起
,

除了它的互济性
、

社会性
、

救助性外
,

还

具有强制性质
,

即企业必须无条件地按时间
、

按标准到指定的待业保险机构缴纳 待 业 保 险

金
,

但由于政府没有赋予有关部门监察职权
,

劳动部门又没有提供有效的措施和保证
,

因此

时至今日待业保险基金的筹集和收缴仍有困难和阻力
,

仍处于
“
姜太公钓鱼— 愿者上钩

”

的被动局面
。

因此我们认为在待业保险制度建立 7 年后的今天
,

尽快建立待业保险监察机制
,

赋予劳

动部门监察权利 已成为当务之急
,

对拒不执行国家待业保险规定的企业
,

劳动部门有权通过银

行强行划拨
,

并采取罚款
、

缴滞纳金
、

追究企业领导和主管责任等手段来保证待业保险基金

的筹集
,

保证待业保险工作的正常运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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