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首钢承包制看全民企业的内部分层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戴建中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
,

互关系都在发生重大变化
。

全民所有制企业中各部分职土在生产中的作用和地位 以及相

从社会学角度观察
,

要使这些企业的生产得到发展
,

首先应该调查了解职工队伍内部的
社会分层现象

,

并在此基础上调适各部分职工的作用和柑互关系
。

’
一

首都钢铁公司是经济体制

改革搞得比较成功的全民企业之一
。

首钢从 1 9 7 9年开始实行经济承包制
,

根本目的就是要让

职工真正成为企业生产资料的主人
,

从而解放生产力
。

社会化大生产的企业
,

内部必然存在

着严密的劳动分工
。

职土在生产中的作用与地位是社会分层的重要标准
。

在首钢
,

这种分工状况可以划分成几大类
.

分工使得这些职工在生产过程中分别承担了决策
、

管理与具休操作的功能
,

并形啦了三

个各具特色的社会层次
。

(参见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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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小车司机
、

欢事员
、

宿舍管涅人员
、

维修人员
、

厂容绿化工人等
。

。 汽 长明脱离生产 6个月以上者
。

⑧指城 {3
_

厂扩挖潜后财政羊竺
、

承但木个业沈改或向外揽活的那部分职工
。

l
一决策层

作为企业的决策者
,

其主要功能是
: 按照职代会的意志

,

决定本企业的经营方问
、

生产

规划
、

分瓦摘坟 加重少、 /’ 、 事安排
。

组成决策层的首先是工厂委员会成员
,

其次是正副总经理

及主要职能部门负支人
,

他们同决策机构保持直搂联系
,

通过提供咨询和决策依据
,

有力地

彩响
、

参与 了决策
。

第三部分人是二级公司 、 厂矿的主要负责人
。

由于这些单位人员众名
,

资金
、

设备雄厚
,

逐渐向多种经营方向发展
,

在 向总公司承 包的范围内也存在着部门经营
、

生产决策 I’al 题
。

首钢决策层人员约为 55 5人
,

占全体职工的3
.

7编
。

在整个生产过程中形成了



领导核心
。

2
。

管理层
·

这个层次的主要功能是
:

具体指挥
、

调配
、

组织人力物力
,

使决策得到落实和执行 , 为

正常生产和工艺设备的改进提供技术保证
。

在首钢组成这个层次的是总公司和二级厂矿的各职能科室人员
、

各生产部门的主要负责

人
,

以及负责研究
、

设计工艺的技禾人员
,

共有 19 420 人
,

约占全体职工的16 %
。

这个层次

是使生产稳定进行的关键
。

如果进一步分析
,

还可以把这部分人再细分为两个小层次
。

一部分是那些在生产第一线

执行管理职能的人员
,

可称为直接管理层
。

如生产副厂长
、

设备副厂长
、

总工程师
、

技术科

长
、

炉长
、

工长等
。

他们工作在高炉现场
,

以解决生产流程中出现的工艺
、

技术间题为主
。

其思想方法的最大特点是讲求实际
。

他们的工作性质决定下他们与实际操作工人最接近
,

生

活方式也比较近似
。

另一部分人是指从事设计研究的技术人员 (如首钢研究所的专业人员 )

和人事劳动
、

计划财会等部门的管理人员
,

可称为间接管理层
。

他们在较高层次上行使管理

职能
,

虽然不时也到生产第一线去
,

但是
,

另有自己的劳动场所
,

主要精力是间接地处理第

一线传报上来的文字信息
,

技能更加专业化
,

基本上是从事脑力劳动
。

他们在整个生产中的

人数比例不断扩大
。

这部分人在西方称为工业
·

“白领
”
人员

,
在我国以前也称为科室人员

,

随着经营复杂性`生产协作性和考核严密性的不断加强
,

这一部分人的比例总是趋于增加的
。

3
。

操作层

这二层是由从事具体操作
、

直接生产物质产品的人员组成
。

他们有的在生产第一线
,

有

的在辅助维修服务性部门工作
,

但都直接使用各种工具设备
,
严密协作

,

完成物 质 生 产任

务
,

使生产过程最终得以实现
。

`

在首钢
,

这一层次约有 1 03 0 00 人
,

占全体职工总数的 84 %
,

是组成职工队伍的主体
。

这个层次的内部也还可以再细分为三个小的层次
。

其 一是技 术工
舀十 潇

人
,

班组长包括在这一层内
,

不但亲自参加生产操作
,

而且也承担着部分组织管理功能
,

是

稳定生产第一缘的关键
。

他们不仅需要付出体力劳动
,

而宜越来越多地付出脑力劳动
,

有时

他们进行脑力劳动的时间要占全部工作时间的二分之一左右
。

其它技术工人是指关键岗位上

的操作工和别的岗位上掌握较高操作技能的工人
,

由于他们具有丰富的经验和娴熟的技巧
,

是生产第二线上保证技术工艺落实的中坚力量
。

其二是熟练工人
,

目前仍有许多工种是简单

的重复劳动
,

一个新工人经过一年左右的培训即可上岗顶班
,

以体力劳动为主要工作方式
。

在整个首钢 4 44 7个工种中有 2 87 1个是熟练工种
,

占工种总数 的 67 %
。

其三是在首钢被称为
“
智力工人

”
的那批人

,

如高炉上的计算机操作工
。

智力工人的出现是技术进步的产物
,

是

操作层中势必越来越增长的部分
。

他们基本上是脑力劳动者
,

需要对高炉生产的全部工艺有

所 了裤
。

但他们毕竞又不同于技术人员
,

因为他们仅仅是现代技术装备的操作者
,

而计算机

硬件的安装
、

维修
,

软件的编制
、

修订
,

还需电子专业技术人员来完成
。

工作本身需要并促

进这批餐能工人去歇研曳j 全技术
,

几年以后
,

他们将兼具操作工人和技术人员的双重身份
、

成为技术层与操作层的结合部
。

经济体制改革必然触及到经济利益的再分配
。

在经济体制改革中
,

应注意调整各部分取
工的经济利益

。

首钢实行承包制后
,

实行了一套严格的包保核① 制度
,

不同层次上的职工
,

① 包保核是首钢内部承包制的基本方法
。 `

包
,

是对职工在企业经营生产过程中应尽的责任与义务的规定 ; “

保
是对劳动者之间协作关系的要求 ; `

核
”

是对承包的 包深任务进行严格考核
。



其经济收入的增长幅度是不同的
,

.

因此在普遍增长的过程中
,

逐步理顺了几个关系
,

激发了

各类职工的干劲
。

1
.

理顺了决策层
、

管理层与操作层报酬的比例关系
。

决策层
、

管理层职工要对公司
、

厂矿或部自的全局负有责任
,

他们的工作要影响整个单

位的经济效益
,

属于高度的复杂劳动
。

因此
,

这部分职工应该领取较高的劳动报酬
。

首钢职工的收入主要由标准工资
、

挂率① 与奖金三部分组成
。

决策
、

.

管理层职工按现行

工资系列中干部级分档
,

操作层欢工按工人级分档
,

前者的标准工资级别普遍高于后者约两

衰 2
,

, 铆各息次职工平均收入变化情况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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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水涨船高
,

挂率工资也较高
。

各个不 同岗位上的奖金系数不同
,

如决策层的董事
、

经理
、

分厂经理为 1
.

5一 1
.

6 ,

管理层人员多数在 1
.

0~ 1
.

35 之间
,

操作层一般在 0
.

6~ 1
.

0 之

间 (其中班组长及炉前工这些关键岗位在.11
5一 .13 左右 )

, 。

综合这三个 因 素
,

决策
、

管理

层职工收入已从改革前的倒挂状况变为高出操作层平均收入的 20 % (参见表 2
、

)
。

2
.

理顺了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的报酬比例关系
。

一般来说
,

脑力劳动成果是简单体力劳动的倍加
。

首钢研究与发展中心同志估算
,

几年

来促使首钢经济效益增长的诸因素中
,

技术进步所起的作用约占一半
,

而作为技术进步主力

军的工程技术人员仅占全体职工人数的 5
.

3 %
,

因此
,

脑力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也应该相 应 地

高一些
。

但是由于三十多年来对知识分子地位与作用的错误估价
,

使得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

的收入差距不断缩小
,

近些年为 更严重到普遍出现倒挂现象
。

首钢改革后
,

大部分脑力劳

动者从事决策
、

管理
、

技术工作
,

工资收入普遍较高
,

扭转了倒挂现象
。

表 3 比较了脑力劳

动者比较集中的设计院与体力劳动者比较集中的几个生产厂的平均收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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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中可以看出
, “
文革” 结束时

,

首钢也存在脑体收入倒挂现象
,

但是随着分配制

度的改革
,

脑力劳动者收入增长速度较快
,

这种反常现象得到纠正
。

3
.

理顺了不伺岗位职工的报酬比例关系
。 ’ 1

_

首钢工资按不同生产部门
、

不同职务制定
。

因此同一层次内部的不同岗位
,

收入档次也

被拉开了
。

工资挂率也各不相同
,

全公司平均为 1
.

1 ,
.

而炼铁厂最高为 1
.

3
,

但有的辅助
、

后

勤部门仅 0
.

5
。

奖金系数在各职务
、

各岗位之间差别也很大
,

同在炼铁厂
,

炉前工为 1
.

3 ,

化验室

工人为 1
.

0 ,

办公室看守工仅为 0
.

5
。

首钢每年有 30 %的浮动升级面
,

并不均摊给各个部门
,

如炼

铁厂仅可以有 40 %的职工升级
。

这样就使生产第一线的职工收入较多
,

使这些部门比较稳定
。

过去全民所有制企业的职员和工人之间存在着森严的界限
,

阻止了层间社会流动
,

固化

了职工内部的社会分层
,

既不利于工人努力上进
,

也便一部分干部高枕无优
,

官僚主义作风

日趋严重
。

一

首钢实行改革后
,

承包制在客观上造成了
“
责任面前人人平等

” ,

只承认生产组织管理

者的实际才牛
,

不承认其它等级差别
。

不少工作效率差的干部站不住了
,

同时又要求将一些

有能力
、

会管理的人提拔上来
,

而不能受千部
、

工人的身份限制
。

其次
,

职工队伍智力结构

发生了很大变化
。

具有高中以上文化水平的职工
,

已从改革前的20 %上升到 40 %
。

一些主要

设备经过技术改造后 、 许多岗位上的工人已不再从事简单体力劳动
,

其技术密集和智力劳动

的程度
,

已超过一些职员
,

甚至超过某些担任一定领导职务的干部
。

第三
,

工人绝不是仅仅

为多挣一些钱而出卖劳动力的
“
人手

” ,

当他们感到自己是企业主人时
,

靠增加奖金刺激并

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
,

他们已经提出参与管理的经济要求和政治要求
。

、

在这样的新形势下
,

首钢职代会 1 987 年 1 0月做出两项决议
: 一

、

今后在首钢取消工人与

职员的界线
,

一律称作
“
首钢工作者

” ,

在分配制度上也相应实行统一的序列
,

只按岗位和

职务而不再按工人
、

干部编制划线
。

二
、

今后首俐选拔各级领导人
,

采取民主化
、

公开化
、

制度化的考试考核办法
,

使首钢每位工作者都有脱颖而出的公平机会
。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

生产存在分工
,

因而生产者中间的分层现象是消除不掉的
,

但是

人为的身份制度
、 、

等级制度应该逐步消除
。

鼓励层间流动
,

将使各部分职工具有比较公平的

竞争机会
,

也使企业素质能够不断提高
。

首钢的这一尝试
,

不仅反映了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

要求
,

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良好开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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