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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初，成都和昆明局在学习

中长铁路经验的基础上，实行集中统

一领导的管理体制，逐步建立健全计

划统计、财务、劳动工资、物资等各

项企业管理制度；编制综合生产财务

计划，推行经济核算，加强定额管理，

为降低生产成本，改善经营管理打下

了基础。1958年“大跃进’’中，对中

长铁路一些行之有效的管理经验进行

了批判，造成无章可循、管理混乱、事

故多、浪费大。1960年执行以调整为

中心的“八字”方针，经营管理工作

从基础抓起，整章建制，围绕完成各

个时期的运输、基建和工业生产计划，

加强财务、劳资、物资管理，重视职

工技术培训，全面提高职工队伍素质，

使企业管理工作逐步走上健全发展的

轨道。1966年开展的“文化大革命"，

使企业管理受到严重干扰破坏。粉碎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之后，成、昆

二局用了相当时间拨乱反正，进行了

一系列整顿，逐步恢复铁路经营管理

工作的正常秩序。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行

改革开放的方针，经过十二大、十三

大、特别是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关

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

题的决定》颁布后，为改变传统的管

理模式，1983年开始，成都局从计划、

干部、人事、财务、物资设备、生产

技术管理等6个方面，逐步扩大基层

站段特别是各分局级单位的经营自主

权；强化经济责任制和技术负责制；缩

小指令性计划，扩大指导性计划范围；

改革劳动用工制度和工资分配形式；

改善物资储运供应设施和方法。在整

顿企业的基础上，逐步建立管理现代

化模式，实行方针目标管理，加强全

面质量管理，开展企业升级工作，使

企业管理提高到一个新水平。1986年

实行经济承包，。全面承包，一包四年，

现收现支，定额上交’’，将企业效益、

职工收入与完成运输任务挂钩。在管

理手段上广泛采用电子计算机等先进



技术，推动了铁路管理水平的提高，促 展。

进了运输生产和各项事业的健康发



510

第一章计划统计

第一节 机构 体制

成都局计划统计管理工作，是在

学习中长铁路经验基础上开展起来

的。1953年1月，重庆铁路局设计划

科、统计科，实行集中统一的局、基

层站段两级管理的计划统计体制。

1954年，在“学习苏联、推广中

长’’的方针指导下，为加强计划管理，

开始编制生产财务计划，内容包括运

输计划、基建计划、大修计划、运营

计划、、劳动工资计划。计划下达采取

局工作组分地区组织基层站段讨论，

提出完成计划的技术组织措施。在统

计方面，开展统计监督和检查分析工

作。1956年1月，计划科改为计划处。

1957年5月，统计科改为统计处。

1958年4月，计划处统计处合并为计

划统计处。1958--1960年，计划体制

实行“双轨制’’，铁路局计划一方面报

铁道部再上报国家计委，另一方面报

省计委经综合平衡汇总报国家计委。

统计工作除按系统逐级上报外，还报

送省统计局再汇总上报。计划安排实

行“两本帐"，一本是。必成帐"，一

本是“期成帐"，上级的“期成"是下

级的“必成"，形成计划层层加码。同

时权力下放，规章废弛；使计划管理

陷入半计划甚至无计划状态；统计监

督失效，浮夸风盛行，统计资料不准

不全。

1961年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

固、充实、提高"的方针，铁路计划

体制实行。统一计划，分级管理一的

原则，计划权限上收，铁道部规定各

项计划上下。一盘棋’’、。一本帐"，取

消。双轨制"、。两本帐"，调整了各方

面的比例关系。同时强调计划纪律，统

计必须如实反映情况。

1961年9月，计划统计处分设为

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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