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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包钢志》编纂委员会关于编修《包钢志》的总体部署，包

钢档案馆决定分编出版专业志的送审稿，以利于加快审稿和修志

的总体进度。 ：．．

按照《包钢志篇目设计(二次修订稿)》的规定，《包钢志》共分

十八编，《企业管理志》是其中的第八编。本编共26章，120节，53

万字。记述的内容，上限始于1953年，下限截至1990年。·
●

，

现在出版的这部专志，是呈请《包钢志》编纂委员会、《包钢
●

志》主编、有关单位部门的领导同志和有关专家的送审稿。付梓煎

未经编委会和主编审阅。。 ．一’7 ．，

在撰写初稿和编辑的过程中，各有关单位的修志人员为搜集

史料和整理加工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作了大量的工作。但由于编

修志书在包钢尚属首次，所以在各部门提供的初稿中，存在着详

略不一等问题。部分初稿虽经反复修改补充仍不能尽如人意。’加

之编纂人员水平有限，文中表述不当以至舛讹谬误之处恐不在
．

，

少。总之，这部志稿如按志书关于“观点正确，体例完备，资料翔

实，特点突出，文字严谨"的质量要求来衡量，尚有一定的差距。为

此，敬请各级领导和有关专家在审阅时，提出修改意见，以便在

《包钢志》正式定稿前，予以增补、删削和修正。

锡缀l赫

种羹删嗍；一．翳孙_鼍蠹燃麓缈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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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专志各章节的撰稿人分别是

第一章综述，白茂槐；第二章计划管理，第一节金大馥、刘克

立，第二节柳升简，第三节朱丽洁、郭向荣、凌一宸，第四节王赤

军，第五节裴志林，第六节高恒全，第七节杜绍周、宋德风、白茂
●‘●一

槐；第三章生产管理，第一节至第四节杨连升；第四章技术管理，

第一节至第七节于俊；第五章质量管理，第一节张国，第二节何瞿

卉，第三节古春玲、李晶莹，第四节王静芬，第五节何瞿卉、白茂

槐，第六节胡迎钢，第七节王静芬；第六章财务管理，第一节孙文

彪，第二节赵冬旬，第三节张大钧，第四节郗玉芝，第五节马秀云，

第六节至第七节崔小茵；第七章劳动工资管理，第一节至第三节

张英敏、阎丽华；第八章设备供应管理，第一节至第四节周尚武；
●

第九章生产设备及设施管理，第一节、第四节孟昭忠，第二节、第

六节郭忠民，第三节、第五节许国焕，第七节秦晋荣；第十章能源

管理，第一节刘启恕，第二节至第三节陈国志i第十-章计量管

理，第一节至第二节郑晓云，第三节至第四节杜美佳；第十=章原

料管理，第一节至第五节董传喜、田斌；第十三章材料管理，第一

节余章辉，第二节张江，第三节任成旭，第四节许明扬，第五节高

锡岗；第十四章产品销售，第一节至第五节张继彬、潘桂荣、王双

宝；第十五章进出口管理，第一节至第二节李绍敏；第十六章安全

生产管理，第一节至第十节智占鹏；第十七章环境保护管理，第一

节至第三节杜有录；第十八章基本建设管理，第一节柳升简、温洪

平，第二节马福祥，第三节杨永本，第四节袁连生，第五节宫锡坎，

第六节温洪平，第七节高永恒；第十九章矿山管理，第一节至第二

节吴寿山；第二十章审计管理，第一节至第四节张树阗；第二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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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档案管理，第一节至第五节杨春才，其中干部档案管理讷勤；第

二十二章厂容绿化管理，第一节高永祯，第二节刘红，第三节龚秋

野；第二十三章防汛防震管理，第一节刘宝琦，第二节徐启光、秦

晋荣；第二十四章行政事务管理，第一节索伦，第二节刘继驰、索

伦，第三节胡永承、刘继驰，第四节刘继驰，第五节雷广州；第二十
，

五章法律顾问工作i第一节至第四节褚忠仁；第二十六章企业综．

合管理，第一节王宜田，第二节至第三节陈宏珠，第四节索春雨，

第五节彭思远。 。

‘

本专志由白茂槐同志担任责任编辑，靳楷龄同志进行审改加

工，徐晓明同志负责全面组织领导和出版工作。

这部专志因系送审稿，是专供各级领导和专家们审阅的，故

在付印前未经保密部门进行保密审查，属于内部出版，请妥善保

管，切勿遗失。其内容亦不得公开引用，违者必究。

包头钢铁稀土公司档案馆

1992年10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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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综 、述

包钢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大型钢铁稀土联合企

业，其管理工作，涉及到管理体制、领导制度和专业职能管理等各

个方面。就管理体制而言，既包含国家对包钢的管理体制，也包含

包钢内部的经营管理体制。在企业内部的领导制度方面，主要是

党、政领导制度和民主管理制度。

(一)

包钢在1955年2月以前，隶属于中央人民政府重工业部钢

铁工业管理局领导。1955年3月至1956年5月，由重工业部直接

领导。1956年6月至1970年4月，由冶金工业部直接领导。1970

年5月，经国务院业务组批准，将包钢下放给内蒙古自治区，实行

自治区和冶金部双重领导，以自治区领导为主。1972年1月1日，

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局下达《关于改变包钢预算关系的通知》。《通

知》称：“根据全国计划会议精神，包头钢铁公司下放内蒙古自治



2第一章·综述·

区直接领导，其预算交拨款关系从即日起纳入自治区级财政预

算。"30多年来，包钢的隶属领导关系，虽几经嬗变，但无论在哪一

阶段，部、局或自治区，都是代表国家对包钢实行领导和管理。

自包钢成立至1990年的37年间，国家对包钢的管理体制，

基本上可划为两大阶段。即1954年至1979年为国家集中统一管

理阶段，1980年至1990年为扩大企业自主权阶段。在国家集中统

一管理阶段中，包钢的产、供、销、人、财、物均严格执行国家的统

一计划。物资供应和产品销售执行国家统一价格，并由国家主管
， I

部门统一组织订货。企业盈利全部上缴国家，企业亏损全部由国

家补贴，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全部由国家按计划拨款，企业招工

和职工的工资制度、工资标准也都是由国家统一规定。在统一的

计划经济模式下，包钢仅有从事企业内部生产经营管理和使用国

家拨给的少量的企业基金与工资附加费的权限。在这种体制下，

．企业缺乏应有的自主权，难以充分调动和发挥企业和职工群众的

积极性。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

化，国家对国营工业企业的管理体制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革。

就包钢而言，自1980年至1990年的11年间这些变革具体体现在
●

以下方面：

第一，国家对包钢实行了二系列扩大自主权的经济政策，逐

步增强了企业活力。1980年，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包钢为

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单位。同年，国家经委和内蒙古自治区同意

对包钢实行利润留成，根据这一政策，包钢在1980年共提取利润

留成1503万元。“六五”和“七五一计划期间，内蒙古自治区先后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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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钢实行了“上缴利润定额包干一、。上缴利润递增包干一、。第二步

利改税一和“两保一挂一等经济政策，实行这些经济政策的结果，调

动了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使包钢经济效益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六五一计划和“七五一计划期间，包钢共实现利税总额25．07亿元

(。六五一期间为7．21亿元，。七五力期间为17．86亿元)，10年间，

企业提取利润留成达5．06亿元。根据国家的规定j包钢将企业利

润留成的60％作为生产发展基金，20％作为职工奖励基金，20％

作为集体福利基金，使包钢初步走上自我积累、自我改造和自我

发展的道路：

第二，在计划管理体制上，冶金部从1986年开始，对包钢同

时下达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98％的指令性计划产品由国家

统一分配，并实行国家调拨价。2％的指令性计划产品和全部指导

性计划产品，可在国家的最高限价范围内，由企业自行定价销售。

国家改革计划管理体制后，包钢每年均制订高于国家计划的企业

内部计划，力争增产增收。

第三，在固定资产投资上，国家从1981年开始实行“拨改

． 贷"，即将原来的国家拨款改为企业向银行贷款。实行“拨改贷"以

后，国家向企业的建设投资由无偿使用改为有偿使用。。。

第四，在物资供应体制上，冶金部和内蒙古自治区对包钢完
．

成指令性计划所需要的原、燃、材料，实行计划供应，并统一组织

订货，价格实行国家调拨价。对完成指导性计划或企业超产所需

要的物资，由企业按市场价格自行采购。在执行的过程中，由于运

输、货源等原因，国家计划分配的物资经常出现缺口，也需要包钢

从市场上自行采购，增加了生产成本。
气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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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在分配制度方面，包钢自1980年开始提取企业利润留

成以后，即按国家规定将留成的20％部分，用于奖励基金，并由企

业自行制订奖励制度。1983年和1987年，包钢曾将少量的企业奖

励基金，用于内部工资调整，但总的讲，在1987年以前，包钢的工

资制度仍执行国家的统一规定。1987年9月，内蒙古自治区确定

对包钢实行“两保一挂"的经营承包政策，“两保"即保技术改造和

产品分成，保定额上缴利润；“一挂"即工资总额与计算上缴利润

挂钩。计算办法以’1986年上缴利润和工资总额为基数，挂钩比例

为1。0．73(上缴利润增长1％，工资总额可增长0．73％)。实行工

(资)效(益)挂钩以后，国家对企业的工资管理，由集中统一管理，

改为“国家宏观控制、分级分类管理、企业自主分配一。根据这一政

策，包钢实行了效益工资。“两保一挂’’政策的实行，有效地调动了

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进一步提高了包钢的经济效益和职工的工

资、奖励水平，对搞活企业，推行经济承包责任制起了重大的作

用。
‘ ’ 。

第六，在机构、人事管理体制上，1982年，中共包头市委根据

国务院批转国家经委《关于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工作情况和今后

意见的报告》中关于“试点企业有权决定自己的机构设置和人员

配备"的精神，正式向包钢下放了正、副厂、处级干部的任免权。随

之，包钢于1984年5月至1988年7月，先后分7批将科级干部的

任免权下放给58个二级单位。

第七，在外贸管理体制上，包钢在1987年7月以前，无自营

外贸权，有关外贸进出口业务，均委托各级外贸部门代办。1987年

8月，中国冶金进出口总公司在包钢设立分公司后，包钢开始自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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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出口业务。年度进出口．计划由中国冶金进出西总公司平衡下

达，出口创汇计划同时纳入自治区经贸计划。，

国家对包钢实行的一系列扩大企业自主权的经济政策和改
，’

革措施，既增强了企业活力，也使包钢承担了更大的风险和压力，
1， 。

有力地推动了包钢内部领导体制、人事制度，分配制度等一系列

的配套改革。

(二)

包钢内部的管理体制，在1954年至1957年的建厂准备阶

段，实行的是公司一级管理形式。1958年以后，包钢白云鄂博铁
，

矿、焦化厂、炼铁厂、炼钢厂等一批二级厂矿陆续建成投产，包钢

的管理体制遂由公司一级管理形式改为分级、分口管理形式。分
’

～

级管理就是对企业的生产、经营等各个方面，分别实行公司、厂矿
f

两级管理或公司、厂矿、车间的三级管理形式(工段、班组管理属
●

‘ 于企业管理基础工作的一部分)；分口管理就是在公司各职能处一

室进行专业管理的基础上把一部分相关的管理业务(如固定资产

·管理、设备管理、经济责任制管理、现代化管理等)，分别由有关职

能处室进行归口管理，主管业务部门为总归口单位(各职能管理

的分级分口管理体制详见后文各章节)。

30多年来，包钢的内部管理工作，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历

程。‘

1955年初，包钢根据重工业部和中共中央华北局的指示，把

’建立责任制列为第一季度的工作中心。2月2日和2月15日，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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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秘书长黄汉炎和包钢经理杨维，分别向公司全体共产党员和全、

体职工作建立责任制的报告。2月18日，中共包钢委员会召开会

议，研究公司各管理处室的工作任务与职责。+会后，初步建立了各

部门工作责任制、经济核算制和技术管理责任制度。包钢建厂初
●

期，主要是借鉴鞍钢的管理办法，建立起自己的一整套管理系统

和管理制度。特别是1956年至1959年，包钢通过从鞍钢调入大

批的管理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很自然地把鞍钢的一整套管理制

度和管理方法带到包钢，使包钢的各项职能管璋基本上做到了有
一 I ，

章可循。 l
。

1958年5月以后，包钢在整风运动不断深入的形势下，有领、

导地学习哈尔滨庆华工具厂开展“两参一改"的经验(“两参"即干

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一改”即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

并在一段时间内，形成了群众运动的声势。在开展这项活动的过
●

程中，各单位虽然也纠正了一些无人负责、损失浪费等管理不善
止

的问题，但由于当时正处在“大跃进"时期，盛行所谓“破除迷信，

解放思想"和“打破条条框框"等“左一的口号，以致在改革不合理

的规章制度的同时，把一些合理的规章制度也废除了。有的处室

把“苦战一昼夜，制度砍一半一作为行动口号。有的单位甚至把质

量监督也取消了。从1958年至1960年的三年“大跃进一时期，正
{

是包钢大规模建设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广大职工以满腔热情投

入包钢建设高潮，三年中连续建成了2座1513立方米高炉，3座

500吨固定式平炉和4座65孔焦炉以及动力供应、厂区运输等重

大工程项目，在包钢建设史上写下辉煌的L页，为包钢的继续发

展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由于“大跃进一、舅反右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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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力的干扰，包钢在这一阶段中，企业管理特别是工程质量、经济
，_

核算、劳动用工等管理工作，受到了严重削弱。计件工资和奖励制
o
；， 度的取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职工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

， 1961年以后，包钢通过贯彻中共中央颁发的《国营工业企业
／7 ．

工作条例(草案)》(即《工业七十条》)，使企业管理工作逐步得到
，

加强。1963年至1964年，包钢先后颁布了《产品技术标准管理制
“

度(试行草案)》、《操作事故管理制度(草案)》、《产品质量有关阿。

题的规定》、《新产品试制管理办法》、《平炉冶炼技术操作规程》等’

多项规章制度。1963年8月，冶金部党组召开“经济工作会议一，对

包钢提出限期扭转亏损的要求。会后，包钢广泛发动群众制订增

产节约计划；认真加强企业的基础管理工作，全面开展班组经济⋯’
、

核算活动。至1963年末，全公司开展经济核算的班组已占班组总

数的90．07％，在1404名工人核算员中，有1115人接受过公司或
，}

厂矿的业务培训。1964年1月，冶金部召开全国冶金企业党委书

记和厂(矿)长会议，号召冶金系统全体职工“发扬革命精神、大学
～

解放军、大学石油部、开展比学赶帮活动"。随后，包钢在群众中，

开展了。学大庆一运动，及时地把学习大庆人“三老四严一、“四个一

样’’的精神，引导到贯彻执行企业规章制度上来。’1964年第一季

度，包钢开始甩掉亏损帽子。4月14 El冶金部就此发来贺电，认为

“这是包钢工作大转变的表现o"1964年至1965年，包钢先后召开

了以建立健全岗位责任制、大练基本功、加强设备维护、保证安全

生产为中心内容的“动力系统工作经验交流会"和。设备管理革命

化经验交流会"。并在全公司普遍开展了群众性的创“五好班组一、

“五好设备"的竞赛评比活动。包钢1963年至1965年在加强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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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管理工作方面所取得的扇教，对实现包钢历史上第一次扭亏
‘

为盈(1964年至1966年)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以后，包钢的企业管理工作遭到严

重破坏。建立健全规章制度，被当作“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和

“管、卡、压’’而受到批判。1968年，包钢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彻底打

乱了公司原有的职能管理体制。1969年1月28日，包钢革命委员

会在《关于公司机构改革的决定》中，明确提出“向解放军学习，走

政治建工的道路一。在这次机构体制改革中，包钢革命委员会设置

了“四部一组"(即政治部、生产指挥部、后勤部、武装部、办事组)，

同时撤销了公司原有的职能处室。将原技术处的技术管理、情报

管理、科研管理、科技图书管理业务，原矿山研究室、工业卫生研
～r

究所的防护研究以及综合利用研究任务并入中央试验室；将原机

动处属于动力管理方面的业务，划归动力供应厂，属于公司内部

的订货和备品、备件管理以及内订计划划归机械总厂，属于外部

订货业务(设备、工具、备品、备件和外订计划)划归后勤部；原生
●

产处所管铁路运输、备件供应、车辆修理、划归运输部统一管理，

原设计处划归修建部f原计划处、矿山部、基建处、劳资处的业务

划归生产指挥部。包钢革命委员会在作出这一决定时认为：“这次
、 ·．

·

改革不是改良，是革命，是一场深刻的阶级斗争。’’这次机构体制
，t

改革后，包钢十多年来形成的正常的管理秩序被打乱，以致在生

产和管理工作中出现了严重的混乱现象。1972年包钢逐步恢复了

公司职能处室的建制，并着手开展各项专业职能管理工作。1975

年下半年，包钢开始贯彻国务院召开的“钢铁工业座谈会"和中共

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关于《当前钢铁工业必须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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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几个问题》的讲话精神，着手对企业进行整顿工作。但时隔不

久，全国即掀起了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浪潮，“整顿"被诬为
●

“翻案"。在这样的政治气候下，包钢企业整顿工作化为泡影，企业

管理再度陷于混乱。直至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

后，包钢的企业管理才重新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1977年1月27

日，包钢召开了“揭批‘四人帮’，加强革命纪律"工作会议。随后在
，

全公司整顿和加强了劳动纪律。同年，包钢根据冶金部限期扭转

亏损的要求，整顿企业管理，层层制订扭亏规划。9月5日，包钢成

立了扭亏增盈领导小组和扭亏增盈办公室。并随即在全公司范围
●

●

内，开展了恢复性的企业整顿工作。1978年3月9日，中共包钢委

员会召开扭亏增盈工作会议，传达全国企业扭亏增盈工作会议精

神，部署了全年扭亏增盈工作。3月30日，中共包钢委员会召开工

作会议，包钢焦化厂在会上介绍了整顿企业、加强管理的经验。同

年6月，包钢重新实现了扭亏为盈，结束了长达11年的连续亏损

的历史。7月23日，《人民日报》以《包钢大打扭亏增盈翻身仗》为

题，在第一版显著位置报道了包钢扭亏增盈的消息。‘同年9月，

“全国重点企业扭亏增盈现场会一在包钢召开，国务院扭亏增盈领

导小组、冶金部、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中共包头市委分别向

包钢授了奖旗。
、

，：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包钢的企业管理工作步入了一个

崭新的阶段。自1979年至1990年的12．年间，包钢通过企业整顿

和企业升级工作，不断提高了企业素质；通过深化改革，逐步实现

了企业的转轨变型(由单纯的生产型企业转变为以质量、效益为

中心的生产经营型企业)；通过推行多种形式的经济承包责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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