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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铁道部                                                   
推行经济核算制的历史考察

■ 王立华

[ 摘 要 ]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铁路工作中科学合理的计划与组织不够，未实行严格的经济核算，

造成了铁路工作质效较低、浪费严重等问题。为此，铁道部在全国铁路系统推行了经济核算制。经济核算

制作为铁道部经营和管理铁路的一种重要制度，将统一和完善铁路会计制度、清查和核定流动资金、制定

生产财务计划、编制集体合同、开展稽核工作和生产竞赛运动作为主要举措，在铁路系统推行。经济核算

制在铁路系统的深入实施，重构了铁路成本责任管理体系，培养了铁路职工的经济核算观念，激发了铁路

职工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了铁路工作的质量，对新中国成立初期铁路系统的有效管理和转型起到

了积极作用。

[ 关键词 ] 铁路；铁道部；经济核算制；铁路管理

[ 中图分类号 ] D232                          [ 文献标识码 ] A

经济核算制是新中国成立初期铁道部经营

管理铁路的重要制度之一。新中国成立之初，

铁道部同时承担着行政管理和铁路建设、运营

的职责。为了缓解国家财政紧张局面，推动铁

路工作高效运转，铁道部在铁路管理局、铁路

工程局、铁路工厂、机务段、车辆段、工务段

等部门中实施经济核算制［1］，既服从党的集中

统一领导以及全面的计划和监督，同时又独立

负责完成国家的生产计划，调动全体职工的工

作积极性，取得了显著成效。鉴于此，本文拟

考察 1949-1956 年铁道部推行经济核算制的历

史过程及其成效，以期丰富和深化中国铁路发

展史的研究。

一、铁路工作在经济核算等方面存在

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初期，铁路工作虽然取得显著

成就，但受旧有管理体制的影响，仍然在经济

［1］参见《新华社：全国铁路管理局实行经济核算制度》

（1951 年 6 月 21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

《1949-1952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交通通

讯卷》，中国物资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13-118 页。　

核算等方面存在一定问题。比如，铁路各项工

作科学合理的计划与组织不够，一些铁路职工

对供给制产生依赖思想，导致铁路工作的质量

与效率较为低下，资产与资金的浪费较为严重，

既不利于铁路工作的有效运转，也给国家带来

了巨大的财产损失。

（一）铁路工作缺乏科学的计划与组织

新中国成立初期，铁路各项工作刚刚走上

正轨，还不够成熟完善，存在着“盲目性、随意性”

的问题。在铁路工程建设中，计划制定不完善、

执行不力，如 1949 年，上海铁路局承建向塘工

程时，“缺乏全盘的施工计划”，对于“怎样设计、

怎样施工、怎样配备力量，事先都没有弄清楚”，

导致“不少工程一再返工”。［2］1950 年，西北

铁路干线工程局在建长安车站时，“机械地按

设计行事，开工后又改变设计”［3］。在铁路运

［2］参见岳军：《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和局部观点坏了

大事   上海铁路局向塘工程一再返工浪费很大  该局正根

据中央财经委员会指示检查基本建设工作》，《人民日报》

1951 年 7 月 20 日。　

［3］中国经济论文选编辑委员会编《一九五二年中国经

济论文选》中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54 年版，

第 20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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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中，地方铁路局大都事先不制定运输计划，

致使运输工作较为混乱，如 1949 年，在组织铁

路运输部队和军用物资时，“不管什么单位，

无论什么时候，随便乱向路局要车，甚至随便

扣车，自己既不定计划，也没有预先通知路局”，

以致于“路局无法控制列车的运行，铁路运输

力也得不到合理地发挥”。［1］在铁路工厂的日

常生产中，多数工厂对资产与资金缺乏科学的

查定。如 1950 年，上海戚墅堰铁路工厂在材料

管理中“缺乏精密的记录，没有进行科学的查

定”，难以“找出标准用量”，导致“工厂要

领多少，就发多少”，甚至由于“没有材料定额，

该厂制存大量的备用品，有的可用五六年”。［2］

可见，如何科学有效地组织铁路工作，提高铁

路工作的质量与效率，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铁路职工缺乏经济核算观念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供给制下，铁路系统

“不管生产效率高低，工作质量优劣，皆可以

从国家方面得到一切的供应与支援”［3］，这也

导致一些职工在工作中存在对国家的依赖思想，

“或多或少抱着不负责任的态度，对生产效率

的提高和资金运用也漠不关心”［4］。一方面，

铁路职工为了完成任务，不关心资产与资金的

合理运用。例如，1950 年，哈尔滨机务段部分

职工为了完成任务，在材料上能多要就多要，

“明明三个就够了，却非领五个不成，深怕缺

料时影响生产，对于材料的浪费、资金的积压

漠不关心”［5］。又如，1951 年，天津铁路局为

了完成任务，“就认为材料越多越好，不问需

要与否，只管开单领料”，使得“材料计划和

［1］《认真实行铁路军运条例》，《人民日报》1949 年

4 月 23 日。　

［2］《上海戚墅堰铁路工厂大批材料积压浪费   亟须清

理资产核定资金》，《人民日报》1951 年 8 月 13 日。　

［3］ 时事手册编辑部编《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一些名词解

释》，通俗读物出版社 1955 年版，第 50-51 页。　

［4］吴君实编《经济核算制概论》，立信会计图书用品

社 1954 年版，第 55 页。　

［5］ 崔玺、洪流：《清理资产   核定流动资金——记中

长铁路哈尔滨机务段实行经济核算制的第一步》，《人

民日报》1951 年 7 月 7 日。　

实际用料情况脱节”。［6］另一方面，一些铁路

职工在工作中过于追求数量，却忽视了质量。

如 1950 年，许多地方铁路局为了表现运输效率，

“不惜跑单机”，常常“把不足牵引量的货物

列车拉走”。［7］铁路职工缺乏经济核算观念，

铁路管理局、铁路工程局、铁路工厂、机务段、

车辆段、工务段等部门也尚未建立起科学的成

本管理体系，不利于科学高效组织生产。

（三）铁路资产与资金浪费严重

因铁路工作缺乏科学合理的计划与组织以

及对供给制的依赖，铁路工作中的浪费十分严

重。在铁路工程建设方面，1950 年，东北新义

线上的大凌河铁桥工程花费 100 余亿（这里的

“亿”是指人民币旧币。中国人民银行自 1955

年 3 月 1 日起发行新的人民币，旧币 1 万元兑

换新币 1 元，下同），但因设计脱离实际，在

洪水泛滥时竟无防水效能，不得不返工重修，

造成了巨大的浪费。［8］ 在铁路运输方面，仅

1950 年 6 月，“ 全 国 共 跑 单 机 2489 次， 浪 费

机 车 牵 引 力 8.7%， 仅 燃 煤 便 浪 费 了 2900 多

吨”［9］。此外，许多铁路部门中的资产、资金

远远超过实际需要，积压严重，降低了资金周

转率，延长了资金周转期，无形之中也是一种

浪费。例如，1951 年，粤汉铁路武昌分局“电

务段存料价值达 11 亿以上，而实际只需 1 亿以

上的材料就够周转；机务段的存料价值达 24 亿

以上，而实际只需 2 亿就够用了，资金积压 10

多倍”［10］。又如，1951 年，天津铁路局“丰台

［6］ 郭洪涛：《天津铁路局核定资金工作的初步经验  

清理资材   核定资金   反对浪费》，《人民日报》1951 年

10 月 21 日。　

［7］ 参见林印：《全国铁路工作中存在严重偏向   单纯

追求数字浪费国家财富    铁道部指示立即加以纠正》，《人

民日报》1950 年 9 月 7 日。　

［8］ 参见陈迹：《把铁路工作提高一步》，《人民日报》

1950 年 9 月 7 日。　

［9］《全国铁路运输走入正常   运输率比去年底增加百

分之五十   追求数量忽视质量偏向亟应纠正》，《人民日

报》1950 年 8 月 28 日。　

［10］张敬先：《粤汉铁路武昌分局积压资金的情况  清

理资材   核定资金   反对浪费》，《人民日报》1951 年

10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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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务段的流动资金为定量的 2.94 倍，沧县工务

段的流动资金为定量的 2.2 倍，天津检车段的流

动资金为定量的 2.34 倍；每一个厂段的流动资

金，都足够两到三个同样的厂段之用”［1］。资

产与资金的大量浪费对国民经济的恢复以及国

家财政的积累是极为不利的。

二、铁道部推行经济核算制的举措

对于新中国成立初期铁路工作中存在的资

金浪费、计划与组织不够等问题，我们党多次

提出要把实施经济核算制作为一项重要解决办

法。1950 年 1 月，朱德在全国铁路工程计划联

席会议上指出：“要学会经济核算，过去我们

是只求完成任务，不计工，也不算账，今后不

成了。施工要做到节省工料，降低成本，想各

种办法降低成本，把铁道建设起来，为国家节

省预算，不浪费一点人力物力。”［2］2 月，铁

道部在学习中长铁路经验的基础上，率先在东

北铁路局系统实施经济核算制，并据此制定了

铁路各级各层全面实施经济核算制的办法。3

月，铁道部部长滕代远在全国铁路厂务会议上

要求铁路工厂“向企业化迈进，实行严格的经

济核算制，以达到减低成本，提高生产效率的

目的”［3］。1951 年，滕代远再次指出，“希望

由经济核算制来解决”铁路工作“存在的许多

严重的缺点”。［4］6 月，铁道部召开了全国铁

路管理局会议，把推行经济核算制作为全路的

中心任务，并决定从 7 月 1 日开始在工作条件

较为成熟的工厂、机务段、检车段、工务段、

电务段及管理局的附属企业单位等部门中逐步

［1］郭洪涛：《天津铁路局核定资金工作的初步经验   清

理资材   核定资金   反对浪费》，《人民日报》1951 年

10 月 21 日。　

［2］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共和国走过

的路——建国以来重要文献专题选集（1949-1952）》，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77 页。　

［3］《提高铁路工厂生产效率 铁道部召开铁路厂务会议 

制定办法迈向企业化》，《人民日报》1950 年 3 月 14 日。　

［4］参见滕代远：《经济核算制是经营管理人民铁路的

基本方法》（1951 年 6 月 5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

央档案馆编《1949-1952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

编·交通通讯卷》，第 106 页。　

实施经济核算制。［5］

（一）统一与完善铁路会计制度

科学规范的铁路会计制度通过生成真实、

准确的财务数据，可以为铁路各部门全面实施

预算管理、强化成本管控等工作提供可靠的数

据基础支撑。但由于之前中国铁路的所有权归

属不同的国家，形成了两种不同的铁路会计制

度，东北铁路局使用的是日本铁路会计制度，

其他铁路局使用的则是 1913 年英美会计人员制

定的铁路会计制度。这两种铁路会计制度“计

算不精密，不合实用”［6］，导致“各路局之间

的联运无法清算，各管理局也无法核算自己的

盈亏”［7］。为此，铁道部在 1949 年 10 月召开

了全国铁路财务会议，拟定的《全国铁路统一

会计暂行制度草案》规定，生产部门要注意成

本的精密核算，计算折旧，避免盲目地吃蚀财产，

从长期建设着想，每月及时计算出运输成本。［8］

该方案于 1950 年 1 月 1 日正式颁布，探索形成

了符合中国铁路实际的、全国铁路统一的会计

制度，消除了过去全国铁路会计制度混乱的情

况。到 1950 年 11 月，铁路财务制度逐步完善，

铁路各部门的会计制度与站账制度基本实现了

统一，各路局间的联运清算制度、铁路工厂会

［5］参见滕代远：《经济核算制是经营管理人民铁路的

基本方法》（1951 年 6 月 5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

央档案馆编《1949-1952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

编·交通通讯卷》，第 106、112 页。　

［6］《滕代远关于召开全国铁路财务会议的请示》

（1949 年 10 月 14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

编《1949-1952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交通

通讯卷》，第 96 页。　

［7］《新华社：铁路部门准备实施经济核算制》（1951

年 9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交通通讯卷》，第

114 页。　

［8］参见《滕代远关于召开全国铁路财务会议的请示》

（1949 年 10 月 14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

编《1949-1952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交通

通讯卷》，第 9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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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制度等也已经建立。［1］这就为铁路部门实施

经济核算制提供了基本的财务制度依据。

（二）清查资产与核定资金

清查资产与核定资金是实施经济核算制的

重要步骤。只有准确地查定固定资产与流动资

金，才能了解“自己究竟有多大家务，自己的

生产设备究竟还有多少潜在力量，自己究竟有

多少流动资金；资产和流动资金的利用是否合

理，有没有浪费”［2］。鉴于资产清查工作的重

要性，1950 年，铁道部曾发动全国半数的铁路

职工，开展了四个月的材料清查工作，基本上

弄清了各部门的材料状况。据统计，全国共清

理出呆料 20000 多吨、账外料 3300 多吨、废料

143700 多吨，加上搜集、挖掘和职工献纳的材料，

总值达 4527.33 余亿元。［3］材料清查为铁路各

部门科学有效地管理材料打下了良好基础。

为了更加系统地清查资产和核定资金，铁

道部在 1951 年 6 月 5 日成立了由铁道部副部长

武竞天担任主任的清理资产核定资金委员会，

并制定《全国铁路固定资产清查登记规程》，

作为资产清查与资金核定的制度规范。铁路各

部门按照规程，对资产与流动资金情况进行了

系统清查。到 1952 年 11 月，资产清查与资金

核定工作初步完成。据统计，“在流动资产方面，

清点前各单位的流动资产价值为 54030 亿元，

清 点 后 为 59349 亿 元， 增 加 了 5319 亿 元。 在

固定资产方面，清查前固定资产原账面价值为

83889 亿元，清查后价值为 749578 亿元，增加

［1］参见《朱劭天在第二届全国铁路财务会议上关于全

国铁路财务会议的总结报告》（1950 年 11 月 13 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 中华人民共

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交通通讯卷》，第 101-102 页。　

［2］《清理资产核定资金是实行经济核算制的第一步》，

《人民日报》1951 年 6 月 4 日。　

［3］参见《新华社：铁路部门准备实行经济核算制》（1950

年 9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交通通讯卷》，第

115 页。　

了 665689 亿元”［4］。资产清理与资金核定让

铁路各部门对各自的资产与资金情况心中有数，

进而为生产财务计划的制定提供了基本依据。

（三）制定生产财务计划

制 定 生 产 财 务 计 划 是 实 施 经 济 核 算 制 的

核心内容。它预先“规定了生产总量、各种生

产 定 额、 人 员 编 制 和 工 资 总 额 以 及 在 提 高 劳

动生产率和降低成本方面的任务和计划价格

等”［5］。铁路系统因部门众多，其生产财务计

划的内容涉及面较广，主要包括“营业计划、

运输计划、工业生产计划、维修计划、基本建

设计划、大修计划、劳动计划、材料计划、成

本计划、财务计划”［6］等。铁路各部门在制定

财务计划之前，首先需要做调研分析、统计数据、

成本规划、沟通协调等大量准备工作。如天津

铁路管理局在制定 1953 年和 1954 年全路的生

产财务计划时，首先收集历年的统计和决算资

料，并进行经济调查，了解货源货流情况，掌

握线路通过能力，然后研究统计资料、决算资

料，核对设备数量和查定各种消耗定额，规定

劳动、材料、燃料、电力等消耗指标。［7］各部

门根据调查情况“召开工会委员会，进行讨论，

然后传达给各工会小组，再由工会小组召集全

体职工讨论完成计划的办法，并拟出每月、每旬、

每日的生产计划，有时还拟出个人计划”［8］。

生产财务计划制定后，铁路职工有了明确的工

作目标。

此外，铁道部还要求各部门制定技术组织

措施，并把它作为生产财务计划的补充文件。

［4］《中财委党组：转报铁路系统   清理资产核定资金

工作并提出几点意见》（1952 年 11 月 17 日），中国社

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

济档案资料选编·交通通讯卷》，第 119-120 页。　

［5］〔俄〕科兹洛夫：《经济核算制是社会主义管理经

济的方法》，《人民日报》1954 年 2 月 26 日。　

［6］郭洪涛等著《人民铁路的经济核算制》，天津铁路

工人出版社 1951 年版，第 13-24 页。　

［7］参见郭洪涛：《郭洪涛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23 页。　

［8］陈国黄：《为学会企业管理和加强工会工作而斗

争 丰台机务段的管理工作和工会工作》，《人民日报》

1951 年 4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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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制定技术组织措施的具体步骤是：

先由“优秀先进的先进工作者、合理化建议者、

创造发明者、工程技术人员和党、政、工、团

的代表来共同编制”，随后“提交职工大会或

车间、小组会讨论之，并在讨论和补充及修改

以后，呈请上级及有关的机关（分局或处）批准”，

经过批准之后，“以命令的形式印出来执行”。［1］

铁路技术组织措施借鉴了鲁宁机车保养法、李

锡奎调车法、聂菲铎夫养路法、高速切削法等各

业务部门的先进经验，帮助铁路职工能够“正确

的组织生产过程而保证扩大生产、力行材料和劳

动力的节约”，进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企业的

利润”。［2］这些技术组织措施为铁路职工完成

或超额完成生产财务计划提供了具体的指导。

（四）编制集体合同

编制集体合同是实施经济核算制的重要环

节，由工会组织在生产中代表全体职工同企业

的行政部门签订。普遍订立联系合同，是劳动

群众互相监督保证完成国家任务，和解决职工

的政治、文化、物质生活的有效方法。［3］其基

本内容包括全体职工关于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

运输计划的保证条件，劳动报酬和生产定额，

国家法令和劳动纪律，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和

各级管理干部的培养，居住生活条件和公共饮

食、文化教育和医疗服务等基本项目。［4］

集体合同明确了行政部门、工会等部门的

分工与权责。以天津铁路局为例，1951 年，天

津铁路局在制定厂段集体合同时，就明确行政

部门必须“保证材料问题、按期推行车辆检修

横作业法、解决工具与设备问题、处理车辆与

车间的损失赔偿问题”等，工会则主要负责“开

［1］参见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财务会计局编《铁路经济

核算通讯》第 2 辑，人民铁道出版社 1952 年版，第 41 页。　

［2］参见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财务会计局编《铁路经济

核算通讯》第 2 辑，第 39 页。　

［3］参见滕代远：《在全国铁路管理局长会议上的总结》

（1951 年 6 月 26 日），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

馆编《1949-1952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交

通通讯卷》，第 113 页。　

［4］参见《两年来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成就》，《东北

日报》1952 年 4 月 27 日。　

展生产竞赛、组织联系合同、开展合理化建议、

巩固纪律”等。［5］

集体合同确立了铁路职工享有的劳动保险、

医疗、劳动安全、学习教育等福利，可以提高

铁路职工的工作积极性，激发他们的工作潜力，

提升生产效率。例如，铁道部建立了大量的文

化设施，来丰富铁路职工的精神生活。据统计，

1951 年，全国铁路各级工会共建立“俱乐部（室）

893 个，图书馆（室）754 个，业余剧团 851 个，

放映队 57 个，667 个单位建立了广播站”［6］。

铁路职工及其家属的福利待遇也有所改善。据

统计，1950 年全年，除东北铁路局外的其他六

个铁路管理局支付的劳动保险费达 280 亿元，

支付职工的医药、制服津贴、年终双薪、考勤

奖金、职工子女教育补助费及其他福利等共达

2229 亿元。［7］

（五）开展稽核工作

经济核算制的实施需要有力的组织制度来

保证，如必需的监察、稽核等组织制度。［8］稽

核用以保证业务流程的合法合规，监察则保证

组织及人员行为的合法廉洁。为了保证经济核

算制行之有效，铁路各部门积极开展稽核工作，

“监察企业总的业务活动成绩，研究企业各个

组成部门、各个业务单位的工作质量，找出成

绩和缺点的具体原因”［9］，并进行及时改正。

例如，从 1950 年至 1952 年，中长铁路进行“全

面监察 197 次，部分监察 1539 次，揭发与防止

超计划的支出共有 4487 件，查出价值 3446 亿

元的超标准储备材料，仅 1952 年上半年就协助

［5］参见郭洪涛等著《人民铁路的经济核算制》，第

121-124 页。　

［6］《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 1951 年铁路工作总结与

1952 年的任务》，《人民日报》1952 年 6 月 29 日。　

［7］参见《滕代远部长在全国铁路劳动模范代表大会上

的讲话》，《人民日报》1951 年 9 月 21 日。　

［8］参见滕代远：《经济核算制是经营管理人民铁路的

基本方法》（1951 年 6 月 5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

央档案馆编《1949-1952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

编·交通通讯卷》，第 110 页。　

［9］ 尹子家：《生产财务计划 企业的行动纲领——中

国长春铁路先进经验介绍之一》，《人民日报》1952 年

11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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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查出并制止超过定员 6659 人”［1］；哈尔

滨铁路稽核局经过稽核，“揭发了盗窃物资、

伪报生产业绩、违反定员规律等造成的损失、

浪费和不应支出达 624 亿元”，通过审查生产

财务计划和定员草案，“裁减了浮多人员 6248 名，

节约了年度工资 185 亿余元”。［2］其他铁路单

位的稽核工作也颇有成效。例如，1952 年，由

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主持的检查组到西北干

线工程局进行稽核，时任西北铁路干线工程局

局长的王世泰赴天兰沿线重新确定线路设计与

施工计划，“把过去认为 1953 年都无法通车的

估计缩短到 1952 年即可通车，不仅节省了投资，

而且使西北经济发展至少可以提早半年”［3］。

通过稽核工作，对铁路各部门的经济核算工作

进行了系统、及时、有效的监督，给国家节约

了大量人力、财力、物力。

（六）开展生产竞赛运动

1951 年 3 月，李富春在第一次全国工业会

议上指出：“生产竞赛，是发动与组织工人群

众推动企业不断前进，贯彻经济核算制的重要

方式之一。”［4］通过开展生产竞赛运动，能够

达到启发每位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发掘企

业内部的生产潜力，改进生产中所存在的错误

和缺点，广泛地开展合理化建议的目的。［5］1950

年，东北铁路局开展了“模范机车队”竞赛运

动；1952 年，铁道部又开展了“满载、超轴、

五百公里运动”。［6］这些竞赛运动激励铁路职

工在工作中不断改进工作方法，提出了大量合

［1］叶克明：《监督生产财务工作的稽核工作——中国

长春铁路先进经验介绍之五》，《人民日报》1952 年 11

月 12 日。　

［2］参见《哈尔滨铁路稽核局监察工作经验》，《人民

日报》1954 年 5 月 8 日。　

［3］《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 1951 年铁路工作总结与

1952 年的任务》，《人民日报》1952 年 6 月 29 日。　

［4］《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2 册，中央文献出版

社 2011 年版，第 286 页。　

［5］参见吴君实编《经济核算制概论》，第 41 页。　

［6］ 参见《“人民日报”短评：开展模范机车队运动》（1950

年 6 月 8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

1952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交通通讯卷》，

第 126、128 页。　

理化建议。例如，1950 年，天津铁路局工人于

殿宽、刘生春“1 个月就提出了合理化建议 76

件”，他们创造的“动轮弹簧元宝肖垫的焖子，

提高工作效率 13 倍”。［7］另据不完全统计，

从 1953 年到 1955 年，“西南设计部门提出合

理化建议 3903 件，被采纳了 1887 件，施工部

门提出了 7107 件，被采用了 1665 件”，其中，

铁路职工林忠元“创造的三角仪用于斜坡拉炼、

横断面测量及放路基边坡等建议，提高工作效

率 1 倍以上”［8］。生产竞赛运动激发了铁路职

工的工作潜能，提高了铁路工作的效率，为经

济核算制的深入实施提供了助力。

三、铁道部推行经济核算制的成效

从 1951 年到 1956 年底，铁路管理局、铁

路工厂、机务段和车辆段等部门逐渐初步建立

了经济核算制。铁路各部门在推行经济核算制

后，构建了高效的责任成本管理体系，推动铁

路职工逐步建立了经济核算观念，进而大大提

高了铁路工作的质量，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铁路

管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构建了高效的责任成本管理体系

实施经济核算制不仅要组织成本定额的查

定，搞好目标成本的测定，更重要的还在于“责

任成本的分解落实，划分责任成本的范围，建立、

健全成本责任制”，即“经过精密分工，把企

业中的每个部门、每件工作、每架机器和每种

工具，都固定由一定的人来管。哪些人该负些

什么责任，这个责任该怎样‘负’法，责任负

的好的，应给什么奖励，不负责任的应受什么

处分，统统定一下规矩”。［9］铁道部通过经济

核算制，建立了“以铁道部、铁路局、铁路分

局为中心，以站段、车间、班组为责任点的成

［7］新华时事丛刊社编《怎样搞好企业宣传鼓动工作》，

新华书店 1950 年版，第 60 页。　

［8］《西北、西南新建铁路工作总结》（1955 年 12 月），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53-1957 中华人民共

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交通通讯卷》，中国物价出版

社 1998 年版，第 94 页。　

［9］齐武：《经济核算制常识读本》，工人出版社 1953

年版，第 46-4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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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控制体系”［1］。与此同时，铁路各部门根据

各自的工作实际，以生产财务计划为目标，以

集体合同为契约，以技术组织措施为方法，以

稽核工作为保障，以生产竞赛运动为动力，形

成了一整套成本管理机制。在该机制中，国家、

铁路系统与铁路职工三者之间实现了有效互动，

即在实现国家资金积累、完成生产任务的同时，

也最大限度兼顾了铁路职工的权益，构建起了

一种科学高效的铁路管理新秩序。

（二）培养了铁路职工经济核算观念

铁路各部门实施经济核算制后，普遍培养

起了铁路职工的经济核算观念，使他们认识到

了经济核算以及合理使用资金对国家的重要意

义。例如，中长路阿城站职工在实施经济核算

制后认识到：“实行经济核算制是为了给国家

积累财富，又是为了巩固工人阶级领导的政权，

需要工人群众自觉地来推行。”司炉傅文义看

到材料单价时就说：“磨坏一个大铜套，要使

国家损失四十二万元呢，可要小心啊！”包修

组 组 长 王 作 检 说：“ 真 是 不 当 家 不 知 柴 米 贵

呢！”［2］粤汉铁路武昌分局机务段工人说：“要

是国家把我们积压的资金运用起来，不是又可

添十个机务段吗？”［3］正是由于经济核算的推

行，使得铁路职工能够将自己的工作与铁路系

统、国家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积极主动地

为铁路事业节约资金。

（三）提高了铁路工作的质量

经 济 核 算 制 的 实 施 促 使 铁 路 职 工 自 觉 执

行生产计划，不断改进工作方法，大大提高了

铁路工作的质量。一方面，铁路各项工作的成

本大大降低，为国家节约了大量资金。例如，

1952-1955 年，铁路工程设计人员为了降低铁

路建设成本，不断改进设计，压缩了工程建设

的预算，将中央批准的“建筑安装总量的投资

［1］ 张秋生：《论铁路运输经济核算》，中国铁道出版

社 1993 年版，第 192 页。

［2］《中长路阿城站党组织在经济核算中的思想教育工

作》，《人民日报》1951 年 8 月 13 日。　

［3］ 张敬先：《粤汉铁路武昌分局积压资金的情况  清

理资产   核定资金   反对浪费》，《人民日报》1951 年

10 月 29 日。　

额 275816 万元”，在三年内“降低了 59407 万元，

占全部投资的 26.9%”。［4］又如，地方铁路局

职工通过改进工作方法，最大限度减少运输成

本。1950 年，绥化机务段的铁牛号机车全年省

煤 127 吨，省油 984 斤，超轴 18230.1 吨。仅半

年就为国家节省了 83 亿元。［5］1953 年，哈尔

滨铁路局机务部门“使用黑色金属代替有色金

属，利用废料更生的措施，9 个月中节省 19.976

亿元的洗检材料费”［6］。另一方面，铁路各项

工作得到了有效的计划和组织，工作效率有了

较大的提升。例如，1951 年，东北铁路局通过

运用合理运输办法，“仅煤炭一项每吨平均运

程较 1950 年缩短 86.7 公里”［7］。1952 年，吉

林铁路管理局吉林机务段工厂孙凤池机车包修

组创造的“双层作业法”，把修车时间由最初

的 69 小时 12 分逐渐缩短到 12 小时左右。［8］

经济核算制对新中国成立初期铁路工作的

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它重新构建了铁路成本

责任管理体系，正确处理了国家、铁路系统与

铁路职工三者之间的关系，并逐步建立起铁路

职工的经济核算观念，引导铁路职工充分发掘

和合理利用材料和资金，不断降低铁路运营成

本，避免了浪费，为国家积累了大量资金，同

时提高了铁路工作的质量。经济核算制在铁路

系统的深入实施，有力推动了新中国成立初期

铁路管理的转型以及铁路事业的恢复与发展。

〔作者王立华，西南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

学院讲师，成都 6117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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