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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完善农机使用管理责任制的几个问题

王 忠 贤

(西北农学院农业 经济系 )

(一 )

自从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来
,

我国广大农村实行了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
,

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
,

农村经济欣欣向荣
,

出现了可喜的变化
。

随着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推行
,

各种形式的农机使用管理责任制也就应运而生
,

农业

机械的经营也由比校单一的形式发展为多种形式并存的局面
。

目前
,

农业机械有国家经

营
,

有集体经营
,

有农民联户经营
,

也有农民个人经营的
,

农业机诫的多种经营形式中
,

就其农机总动力及农机固定资产原值看
,

集体经营的仍占绝对优势
。

因此
,

我们可以这

样说
,

农业机械的经营是以集体经济为主的多种形式并存的新局面
。

既然集体经济是农

业机械化的主力
,

我们就应 当发浑集体经济的优越性
,

集中力量搞好集体经济经营的农

业机械的管理
。

当前应着重做好完善和稳定农机使用管理责任制方面的工作
。

只有不断

总结
、

完善和稳定农机使用管理责任制
,

才能进一步发挥责任制的作用
,

提高农业饥械

的使用效果
,

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
。

农机使用管理责任制
,

是集体经济对其所属的交用农机具进行作业的劳动组织及个

人
,

明确规定其生产职责
、

权力范围
、

劳动报酬及奖恶的生产管理制度
。

它把农机人员

的责
、

权
、

利密切地联系了起来
,

从而克服平均主义
,

改变 ,’0乞大锅饭 ” ,

有效地调动

劳动者生产积极性
。

」

各地的实践经验证明
, 完善和稳定农机使用管理责汪制

,

同建立责任树一祥
,

要从

有利于进一步调动农机人员的积极性
、

从有利于发挥现有农业机械的作用
、

从有利于保

持机具 良好的伎术状态和安全生产
、

从有利于增加集体和个人的收入出发
,

因地制宜
,

不断研究和解决问题
,

使其已经建立 运来的各种形式的责任制
,

在发展中提高
。

陕西省农村集体经济已经实行的农机使用管理责任制
,

比较多的有以下几种形式
:

( 1 ) 五定奖赔责任制
。

即定机具
、

定机手
、

定任务
、

定消耗
、

定盈余
,

超 产 减

耗得奖
,

欠产超耗要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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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包机到人或组
,

盈余分成责任制
。

按机车状况定消耗和盈余
,

盈余在 集体

和个人之间按比例分成
,

节耗超盈部分全归承包者
,

超耗欠盈部分
,

按一定比例赔偿
。

( 3 ) 包机到人
,

定额上交
,

自负盈亏责任制
。

只按机车定上交集体的金 额
,

其 余

由承包者包干
。

( 4 ) 小段作业责任制
。

对全年没法包定的一些季节性作业实行的责任制
。

对于已经建立起来的农机使用管理责任制
,

怎样合理确定承包任务
,

怎样按照任务

完成情况合理确定集体与个人的利益问题
,

是当前完善责任制中急待解决的两个重要间

题
。

( 二 )

为了合理的确定承包任务
,

并使承包双方对承包任务会有怎样的结果做到 心 中 有

数
,

从分析农机作业的费用消耗与作业量的关系入手
,

是很有价值的
。

农机作业费用中
,

有一部分费用不 因作业量的增减而发生变化
,

对于某台 机 车 来

说
,

在某个时期内
,

作业多还是作业少
,

这部分费用总是不变
,

比如机具的折旧费
、

应

分担的管理费等
,

这类费用我们称为固定费用
。

而 另一部分费用则与固定费用相反
,

它

是随着作业量的增减而相应发生变化的费用
,

多作业就要多消耗
。

比如 油 料 费
、

维修

费
、

劳动报酬等费用
,

我们称这类费用为变动费用
。

由于固定费用相对固定不变
,

增加或减少变动费用
,

就 可以使作业量增加或减少
。

当作业量增大时
,

单位作业成本就会因固定费用的减少而降低
; 当作业量减小时

,

单位

作业成本就会因固定费用的增加而提高
。

所以
,

机车完成的作业量大时
,

单位成本就相

应的低
,

机车就会有较多的收入和盈余
,

相反
,

机车的收入和盈余也会减少
,

以致盈余

为零
,

甚至还会亏损
。

因此
,

落实责任制时
,

承包双方都要特别注意这点
,

否则
,

承包

的任务就具有较大的盲 目性
,

收入与盈余就不会按原订的指标实现
。

机车固定费用与变动费用的确定
,

可以按机车作业过程中发生的费用与作业量的关
系

,

逐项汇集出两类费用的数额
。

如果机车有一组在正常消耗下的作业量与总成本的资

料
,

这一组资料可以是历年的
,

也可以是年内各月份的
,

利用线性回归分析的原理
,

用

最小二乘法确定其固定费用与变动费用就比较方便
。

以抉风县一 台机车 ( 筒称为一号机车 ) 为例
,

根据 该机车一九七六至一九八 O年总

成本与作业量的资料对其固定费用 ( a
) 与变动费用的变化率 ( b ) 计算如表 1所示

。

表 l 一号机车 1 9了6一 1 9 8 0年作业量与总成本

作业量 ( 百标准 J总成本 ( 百元 )

}亩 ) x 【 y {
一

{

1 0 6
。

8 3

10 2
。

5 6

1 4 3
。

0 0

12 8
。

4 0

1 1 9
,

5 0

6 0 0
。

2 9

8 1
。

8 2 1 8

了O
。

8 5 7 6

9 8
。

4 6 0 0

9 1
。

7 4 4 0

8 7
。

6 5 0 0

4 3 9
。

5 3 3 4

8 , 7 4 1
。

0 2 2 9

8
,

1 9 0
.

1 9 5 5

1 4
,

07 9
。

7 8 0 0

1 1 ,

7 7 3
.

9 2匀6

1 0
.

4 7姿
。

1 7 5 0

5 3
,

2 6 5
。

1 0 3 0

1 1 , 4 1 2
。

6 4 8 9

1 0 , 5 1 8
。

5 5 3 6

2 0
,

4 4 9
。

0 0 0 0

1 6
, 4 8 6

。

5 6 0 0

1 4
, 2 8 0

。

2 5 0 0

7 3
,

1 4 7
。

0 1 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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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的直线方程丁 二a +b x 中
,

固定费用为
:

。 = - 茎厂孟工二里丝三y

N 万 x Z 一 ( 艺 x ) ( 注 )

7 3
, 1 4 7

.

0 1 2 5 x 4 3 9
.

5 3 3 4 一 6 0 0
。

2 9 x 5 3
, 2 6 5

。

1 0 3

6 X 7 3 , 1 4 7
。

0 13 5 一 ( 6 0 0
.

2 9 )
“

= 3 2
.

6 8 ( 百元 )

变劝费用的变化率为
:

N 习 x y 一 艺 x 艺 y

N 艺 x 忍 一 ( 万x )
2

5 x 5 3 , 2 6 5
。

10 3 一 6 0 0
。

2 9 x 4 3 9
。

5 3 3 4

5 X 7 3 , 1 4 7
。

0 1 2 5 一 ( 6 0 0
。

2 9 )
2

变动费用则可由xb 求出
。

“ 0
。

4 6

现以扶风县四 台机车为例
,

这四台机车一九八 0 年实际作业量与作费用如表 2 所示
。

表 2 扶风县一九八 O 年四台机车作业量与作业成本

丝舀叫画鑫匣
司垂吵遍退粤甘

l
{
1 ,

, 9 5。
{
1。 , 7 5 5

1
8 , 7 6 5

!
2

,

8 5 6
1

9 5 , 1 1 , 1 0 5
1
1 , 。 8 3…1

,

6 6 。
1

9 9。
}

: , 。 9。

注
:
每标准亩收费 0

.

90 元
。

,

如果该县一九八O 年四台机车的消耗比较正常
,

可以作为任务承包基础
。

但考虑到

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推行
,

大中型拖拉机的作业在某些地区会暂时有所下降的实际情况
,

作业量或收入指标的承包就要有所变化
。

承包指标在原实际完成指标的基础上 怎 样 变

化
,

要对 当地机械使用的前景搞好调查研究
,

按实际情况决定
,

这是必要的
。

但还应重

视所包任务能够带来多少收益的问题
。

从经济效益的原则出发
,

所包任务应带来盈余
。

这样
,

所包的任务就应 该有一个最低界限
,

这个最低界限应 该是既不盈又不亏时生产应

达到的水平
,

或者说作业总收入与作业总成本相等时应完成的作业量或作业收入
,

并且

称之为收
,

支平衡时的作业量
、

作业收入
,

它的计算方法如下
:

设 : C

— 作业总成本费用
c ,

—
固定费用

v

— 本期变动费用

F

— 本期作业量

P

~
单位农机作业量收费标准

X

—
收

、

支平衡时的作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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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
收

、

支平衡时的作业收入

E =x一

P

一 ~
_

, ,

V
C = C

, + X
。
一畏一

_ 一
·

一 F

、 ,

~ ~ V
X P = C

、 + x

一会一_
.

、

一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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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有

x 二
一卫鱼

V

F

收
、

支平衡时的作业收入
,

可以用收
、

以利用本期作业收入 ( E
:
) 直接

.

算
:

E
一 二 F P

( 1 )

支平衡时的作业量乘以收费标准计算
,
也可

E一
P

一一F

F =

令
代入 ( 1 ) 式得

:

x 二 - 一 9 1

_
=

-

一卫
i

” 一

誉
” (1 一

去
:

.

E 二 x P 二 一二返一
-

, 一

去
( 2 )

上述四台机车收
、

支平衡时的作业量及作业收入如表 3 所示
。

表 3 扶风县四台机车收支平衡时的作业量
、

总收入

机车编号
本期作业量
( 标准亩 )

本期总收入
( 元 )

本期作业
总成本
( 元 )

其 中 收支平衡

固定费用 {变动费用

收支平衡
作业量

( 标准亩 )
总收入
( 元 )

1 1
,
9 5 0

1 0 ,
5 8 0

1 2 ,
4 0 0

2 ,
5 0 9

1 0 ,
7 5 5

9 ,

5 2 2

1 1 ,

16 0

2 , 2 5 8

8 , 7 6 5

8 , 6 4 7

1 1
,

3 8 6

2 , 0 3 1

5 , 4 9 7

5 ,
3 9 1

7
, 7 5 3

1 , 3 6 5

7 ,
4 2 7

8
,
3 3 8

1 3
, 2 2 0

1 ,
8 7 1

6
,
6 8 5

7
,
5 0 4

1 1
,
8 9 8

1
,
6 8 4

八0nn八O八b八OL口O口丹b9曰Q山八O八0
.r,
.声

no八0CQ

..

.

......... ...

,二
234

经过这样的分析与计算
,

承包双方就会明确
:
承包任务如果高于收支平衡 时 的 指

标
,

则会盈余
,

低于收支平衡时的指标
,

则不仅不会盈余
,

而且还要亏损
,

这就为合理

确定承包指标提供了根据
。

承包双方在掌握了收支平衡时的作业量和总收入以后
,

就可以根据承包基础时期的

资料以及对承包期内机械作业的予测资料进行任务承包
。

假定上述四台机车中
,

第一
、

二
、

三号机车在承包期内作业量较基础时期降低百分之二十
,

第四号机车作业量增加百

分之十
,

则可确定各机车承包的作业量及收入
。

将承包的作业量
、

作业收入与表 3 收支

平衡时的作业量
、

作业收入进行 比较
,

以便检验承包任务可否获得盈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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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承包指标高于收支平衡时的指标时
,

承包双方就可以对承包指标所能获得的效益

进行予测
,

其予测方法如下
:

设
: F

,

—
承包作业量

E :

— 承包作业收入

m

— 予期的盈余

则有
: 。 = F l p 一 ` C

l + F
! ·

令
二 F :

(卜
一

翼
一 ) 一 e

,

厂
( 3 )

如果用 收入直接计算
,
则有

。 ,

。
.

o V
m 二 乃艺 一 气灿 1 + 且 绝 .

下一 少
七 、

。 , ,

V
、

,
= 。 1 灭 1 一

-二二

- , 一 七 、

乃 1
( 4 )

上述四台机车承包任务的予测效益如表 4 所示
。

表 4 机车承包作业任务效益的予测

机车 }承包作业量 !承包收入 }予测盈余 }
编号 { (标准亩 ) l ( 元 ) , ( 元 ) }

备 往

9 , 5 6 0

8 , 4 6 4

9
一 9 2 0

2 , 7 6 0

8 , 6 0 4

7 ,

6 1 8

8
, 9 2 8

2
,

4 8 4

9 3 8

4 9

一 9 1 1

3 1 7

承包作业量降低 20 %

同上

同上

承包作业量提高 10 %

1243

表中三号机车在实际完成 1 2 , 4 00 标准亩时
,

已经亏损 22 6 元
,

如果作业 量 降 低到

,
,

92 0标准亩
,

则要亏损 91 1元
,

像这样的机车
,

应该封存
,

免得继续浪费社会财富
。

上述方法适用于各种机械作业
,

对于实行五定奖赔
、

包机到人盈余分成责任制形式

的地方
,

更具有其实用性
。

但是
,

目前许多地方实行着机具包干
,

即包机到人
,

定额上

文
,

自负盈亏责任制
。

这种责任制形式
,

只要求承包上交金额
。

上交金额怎样确定
,

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

它应该是有合理标准的
。

从再生产原

理考虑
,

.

最起码的标准应该是收回机器被磨损的价值
,

从经济的原则考虑
,

还应包括机

具净值的利息
。

如果承包的上交金额还补偿不了机具被磨损的价值
,

即折旧费的数额
,

则说明承包者占有了机具原值的一部分
,

集体经济就会受到损害
。

所以
,

确定承包上交

金额
,

必须考虑以下条件
:

第一
、

承包期内机具被磨损的价值
;

第二
、

机具净值 ( 即原价减去已提折 旧 ) 的 占用利息
,

第三
、

机具在承包基础时期的作业效益
,

第四
、

机具在承包期作业情况的予测
。

有的单位只根据机车原盈余状况
,

考虑一个比例定承包上交金领
,

看起来仿佛是盈

余分成
,

但忽略了原来的盈余是以补偿各项费用
,

包括折旧费为前提的
。

集体虽然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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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盈余的分成
,

但失去了折旧费的收回
。

如果应折旧的数额大于集体盈余分成
,

则集体

还要贴一点老本
,

如果集体得到的大于应折旧的数额
,

则说明绝大部分盈余被承包者所

得
,

这样的结果
,

使承包双方在经济上不能互利
。

如果上交金额不计算折旧费
,

在机具包干时一定要有保本保值的措施
。

在承包期满

时
,

机具虽因磨损而使价值减少
,

但集体所有的机具价值并不减少
。

值得注意的是
,

在确定承包任务时
,

必须将机车基础年份内的作业量与消耗资料
,

计算得尽可能符合实际
,

在统计和分析这些资料时
,

应剔除那些因管理或因其它原因而

形成的作业与消耗的不正常情况
。

如果有非正常因素包含在内
,

那就会直接干扰作业量

与消耗之间的内在联系
,

使计算出来的收支平衡时的作业量与收入 失去真实性
,

直接影

响任务指标的承包
。

同时应该注意
,

固定费用与变动费用的划分
,

完全是以各项费用在

生产过程中所呈现的性质为根据的
。

由于各个生产单位对生产过程中各项费用的处理不

同
,

使同一费用在不同的生产单位
,

有不同的性质
。

因此
,

一定要按照本单位生产过程

中各项费用的性质具体划分
。

( 三 )

各种形式的责任制
,

总是要将芳动者的物质利益与其完成的任务
、

获得的经济效益

联系起来
,

贯彻技劳分配
,

克服平均主义
。

在农机作业中
,

完成的作业任务
、

获得盈余

的高低
,

要取决于两个因素
, 即劳动者的体力

、

生产经验
、

技术水平
、

投入的劳动量和

农机具的数量与质量
。

不同情况的劳动者
,

使用相同的农机具
,

生产结果会不同
,

这种

差别完全是由于不同劳动能力的劳动者所支出劳动量的不 同而形成的
,

这个差别应有不

同的劳动报酬
。

相同情况的劳动者
,

使用不同的农机具
,

即使支出的劳动量相等
, 其生

产结果仍会不同
,

这种差别不是因为劳动者的差别而形成
,

而是 由于各种农机 具 的 马

力
、

性能
、

技术状态等原因所致
。

如果不加区别的按照生产结果确定劳动者的报酬
,

必

然出现相同情况的劳动
一

者
,

支出了同量的劳动
,

因使用的机具不同
,

而在报酬上有了差

别
。

这种情况对于不同地区
、

不同生产单位来说
,

因为劳动力与生产工具归属不同的经

济主体
,

分配形式要由它来决定
,

是符合社会主义经济原则的
,

存在是允许的
。

但是
,

对于劳动者共同享受生产资料的占有
、

支配
、

使用和管理的某个经济主体来说
,

比如对

某个生产队来说
,

就会存在这样的问题
:

生产资料归集体共同所有
,

在相同条件的劳动

者之间
,

如果谁取得了优质 的生产资抖的使用权
,

谁就可以多得
。

这个多得不是因为劳

动的差异
,

而是以相同条件的其他劳动者失去该生产资料使用权为其前提的
。

因此
,

可

以这样说
,

在一个经济主体内
,

这样的多得不是多劳以后的多得
,

其存在当然就不够合

理
。

如果农机具在具有相同条件的
、

能够使用它的各劳动者之间的分配
,

可 以做到大体均

衡
,

或者说劳动者不能凭借某台 ( 件 ) 农机具的使用权而获得额外报酬
,

只能靠劳 动的

差异取得不同的报酬
,

这是我们所期望的
。

但是
,

这点又是很难做到的
。

各种农机具的

条件总是不 同的
,

甚至差异还十分大
。

即使同一机具
,

由于新旧程度的不 同
,

生产效率

也有较大的差异
。

责任制中解决好这个问题
,

不仅使责任制愈加完善
,

使集体与个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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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关系得到正确的处理
,

而且也具有理论意义
。

这个问题可以从劳动报酬标准和盈余

分成中得到解决
。

第一
,

合理确定劳动报酬标准
。

机手的基本劳动报酬要由分配抬他的任务量作保证
,

集体对每个机车在确定作业任

务指标的同时
,

也就确定了不同机车组不 同作业任务的劳动报酬标准
,

即单位承包作业

的基本劳动报酬
,

这个报酬额各机车组是不同的
。

这样
,

生产单位就平衡了各机车组的

劳动量
、

作业量和报酬量三者之间的关系
,

从而克服劳动者的同量劳动因使用不 同的机

具而产生的报酬上的差异
。

机手年实际获得的基本劳动报酬 ( 未包括其它方面的奖励 )
,

由实际完成的作业量

或作业收入
、

劳动报酬标准来决定
。

管理人员的劳动报酬与生产单位内总作业量挂钩
。

其具体计算
,

可用下式
:

设 : N

— 机车组机手年实得基本劳动报酬额

N
。

— 机车组机手年基本劳动报酬额

F
:

一
·

机车组年承包作业任务

F

— 机车组年实际完成的作业量

则
:

N =

鲁
·

F
( 5 )

当机手使用效能比较差的机具时
,

虽然在承包期内同量劳动实际所能完成的作业量

要少
,

但由于承包作业任务较小
,

而使每单位作业任务所分担的基本劳动报酬 相 应 地

高
,

机手只要努力劳动
,

实得的基本劳动报酬并不会相对的少
。

当机手使用效能比较好

的机具时
,

同量劳动的支出可获得较多的作业量
,

但因承包的作业任务较大
,

劳动报酬

标准较低
,

并不会取得超额报酬
。

第二
,

合理确定盈余分成
。

作业任务指标确定以后
,

按照 ( 3 ) 或 ( 4 ) 式计算完成作业任务指标的盈余
,

对这

个盈余要进行再分配
,

即集体拿多少
,

机手得多少
。

盈余分成同样要体现同量劳动应获

得近等的报酬
。

因此
,

不同条件的机车组所创造的不同盈余额
,

就应该有不同的分成比

例
。

机车性能
、

技术状态好的
,

归集体的比例就应该大些
;
机车性能

、

技术状 态 较 差

的
,

归机手的比例就应该大些
。

总的精神是要体现各机车组在物质条件上的差别
,

切忌

分成比例上的
“
一刀切

” 。

生产单位确定每个机车组盈余分成比例
,

还要与本单位其它

生产部门平衡
。

对每个机车组来说
,

当确定了盈余的分成比例
,

则可计算计划内实现的盈余在集体

和个人之间的分配数额
。

如果机车组经营得法
,

有了超计刘盈余
,

无可非议地应全归机

车组
。

如果因计划指标偏低形成超计划盈余
,

仍应按原合同办事
,

讲求信用
,

不得随意

毁约
。

如果因机车组经营失误
,

未完成计划盈余
,

除不改变分成比例外
,

对于集体少得

的部分
,

机车组应负部分或全部经济责任
。

如 因计划指标偏高所致
,

可减或免集休少得

部分的责任
,

但按分成比例应归集体的实现的盈余部分
,

不得改变
。

完善农机作业责任制
,

基础年份的工作很重要
,

基础年份的工作做好了
,

就为 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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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年不断完善
、

更加科学化创造出良好的条件
。

目前贯彻责任制
,

一般签订一年的作业

合同
,

合同期满以后
,

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
,

进一步搞好下一年度的合同签订工作
。

如

果基础年份的盈余分成比例还比较切合实际
,

当报告期年份计划盈余可以增加时
,

归集

体的盈余则为
:

( 6 )Mmo一oM一一

式中M
。

—
基础年份机车组计划内实现的盈余额

m
。

—
基础年份归集体的盈余额

M
,

— 报告期年份机车组计划盈余额

m ,

—
报告期年份归集体的盈余额

归个人的盈余为
:

M
.
一 m

一 】n t
=

—
.

M
. ( 7 )

,.’ M :

> M
。

一

,. m 、

> m 。 ,
( M

; 一 m l

) > ( M
。 一 m 。

)

这就是说
,

集体和个人的盈余分成金额都增加了
。

由于集体经济的发展很不平衡
,

情况千差万别
,

在处理盈余分成的问题上
,

也应按照实际情况
,

可以多样化
。

比如有的

在计划盈余增长后
,

要求归集体分成的部分增加得快点
,

即应满足
:

M叽一aM>

有的可能要求个人分成的部分增长得快点
,

则
:

、 、 M
。
一 m

。

火 爪 1 一 11 1 1 少 户 ) -
一一 , 二二一 -

-
~ .

皿 1

M
0

两部分在不同条件下要求较快点增长
,

还是有个幅度
,

前者增长快须保证个人分成金椒

不低于基础年份 ; 后者增长快须保证集体分成金额不低于基础年份
。

当报告期年份盈余计划降低时
,

仍然可以用以上关系式予以说明
。

但因为 M
、
< M

。 ,

所以
, m 、

< 。
。 ,

( M
, 一 m l

) < ( M
。
一 m

。

)
,

集体和个人的盈余分成金额 均 降 低

了
。

同样
,

用上述方法可以控制盈余在集体与个人之间的分配
,

以便在不同条件下使集

体与个人互利
。

仍 以上述一
、

二
、

四号机车组为例
,

如果实现的盈余能够代表机车平均的 经 营 成

果
,

三个机车组的盈余分别以百分之十
、

十五
、

二十的比率归机手
。

承包作业的计划盈

余按这个比例分成后
,

一
、

二号机车因计划盈余下降
,

集体与机手的分成数额 均 减 少

了
,

四号机车因计划盈余增加两方面的分成数额均提高了
。

由于三个机车组在承包期内的

努力
,

实际作业量均超过了任务量
,

不仅年实得的基本劳动报酬数额有了增加
,
而且都

得到了超计划盈余
。

但是
,

三个机车组努力的程度是不同的
,

其经营结果就有差别
,

所

获得的报酬也不等同
,

从而体现了责
、

权
、

利的结合
。

其具体情况如表 5 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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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机车基本劳动报酬与盈余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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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①计划盈余分成用 ( 6 )
、

( 7 ) 式计算
。

②年实得基本劳动报酬用 ( 5 ) 式计算
。

③实际作业盈余用 ( 3 ) 式计算
。

进一步完善农机使用管理责任制
,
从有利于克服平均主义

,

巩固集体经济出发
,
把

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结合起来
,

发挥劳动者的积极性
,

提高农机具的利用水平
,

这是责

任制中要不断改进和长期研究的重要 问题
,

本文作了一点试探
,

期望有更多的同志关注

这一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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