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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勘队伍的体制改革问题是地勘工作适应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中心环节
,

当前地勘

单位所面临的各种重大矛盾和问题几乎都同地

勘队伍体制相关
。

因此
,

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
,

加快和深化地勘队伍体制改革
,

已成为不可回

避的课题
。

一
、

地勘单位要向着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中的地位相适应的方向转化

实行市场经济是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必由之

路
。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最大突破之一
,

就是为了发展经济
,

必须放弃计划经济而建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

地勘工作作为国民经

济链条中的一环
,

无可例外地要适应这一变化
,

根据公益性地勘工作与商业性地勘工作分离的

原则
,

把省属地勘单位由政府部门附属的事业

单位逐步变为独立的市场竞争主体
。

基于上述认识
,

近两年来
,

我们从局队两个

层次人手
,

以最终建立省域和市 (地 )域资源勘

查性公司为目标
,

在地勘队伍体制改革上进行

了积极的实践
。

在地勘局这一层次上
,

以保留

事业外壳便于国家地勘费运作为基础
,

建立了

陕西省地调院和陕西矿业工贸公司
、

陕西地质

工程总公司等一院两公司体制
。

地调院模拟市

场机制运作国家地勘费
,

采取招标或委托承包

的方式下达基础性
、

公益性
、

战略性及水工环等

地质勘查项 目 ; 两公司以勘查开发一体化为基

本运营方式
,

采取灵活形式
,

多元吸纳投资
,

营

造地质勘查市场
,

注重投人产出效益
,

逐步向省

域资源勘查公司过渡
。

对地勘单位主要通过产业结构和队伍结构

调整
,

把队内的地质勘查
、

工程施工和后勤服务

分别改造成矿产公司
、

工程公司和物业公司等

经营实体
。

矿产公司与队总工办合为一体
,

既

从省地调院承揽项目
,

也从地方承揽项 目
,

做到

一手抓勘查
,

一手抓开发
,

勘查开发互为依托
,

重点发展市场项 目
,

注重矿业权流转的运作
,

作

为省公司的分支和延伸
,

一旦时机成熟即作为

省域资源勘查公司的子公司 ; 队工程公司作为

省总公司的分支或独立公司运作
。

两公司最终

逐步成为市 (地 )域公司
。

物业公司按照保值增

值原则承担全队物业管理
,

从事业机制 中剥

离
。

队内三个公司之间为市场关系
,

相互提供

有偿服务
。

在各公司内部推行内部股份合作

制
,

公司与员工实行利益共享
,

风险共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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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市场化和企业化的思路
,

对地勘队伍

体制进行的初步改革
,

已显现出了活力
。

首先

是地勘单位领导的市场意识进一步增强
,

把地

勘 队伍的出路置于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去考

虑
,

闯市场
,

争效益的 目标十分明确
。

其次是资

本运营能力得到增强
,

省矿业工贸公司统筹资

本和技术
,

大力吸引外部资金
,

组建技术含量

高
、

规模大的矿产开发企业
,

特别是以微生物技

术支撑的闻良生物提金厂和以汞锑浮选分离技

术支撑的旬阳汞锑矿
,

站在国内前列
。

工程施

工通过省公司的带动
,

资本投人加大
,

市场竞争

能力提高
,

承揽省内重点工程施工项 目明显增

多
。

第三是在各个经营实体内部推行的股份制

或股份合作制改造
,

极大地提高了职工的生产

经营积极性
,

市场意识
、

竞争意识
、

风险意识不

断强化
。

去年在东南亚金融风波等不利因素的

影响下
,

克服重重困难
,

外收预计在总产值下降

的情况下
,

净收人可达到 1 22 0 万元
,

为 199 7 年

的 10 7 %
。

二
、

对深化地勘队伍体制改革的几点思考

任何改革都是一个制度创新的过程
。

把省

属地勘 队伍体制改革定位于市场化和企业化
,

必须创立公平的竞争环境
,

培育矿业权市场
。

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仍处于建立和

完善阶段
,

矿业权市场更属雏形
。

因此
,

地勘队

伍体制改革 目标 的最终实现是一个渐进 的过

程
,

存在地域和时间的差别
,

只能依据实际情况

区别对待
,

不可能靠行政命令
,

一墩而就
。

在目

前情况下
,

应从以下几方面努力工作
,

加快改革

的进程
。

第一
,

发展生产
,

走向市场
,

推进队伍消

肿
。

地勘队伍庞大臃肿的现实越来越不适应市

场经济的要求
,

必须消肿
,

才能轻装上阵
。

压缩

和控制队伍规模
,

最根本的出路首先是发展生

产
,

走向市场
。

地勘单位应在全面走向市场中

使队内产业结构形成矿产勘查开发
、

工程勘查

施工
、

物业管理等市场运作格局
,

逐步从事业单

位走向外壳事业
、

内核企业
,

再丢掉外壳脱离地

勘单位母体
,

成为
“

四 自
”
企业

。

二是地勘单位

领导班子和领导职数要顺应其发展方向和产业

结构要求合理配备
,

采取
“
少

、

精
、

兼 (职 )
”
的办

法实现精干
、

效能
。

队级领导职数按队伍规模

大小控制在 3 一 5 人以 内
。

地勘单位机关科室要

精简合并
,

综合归类设立行政
、

经济
、

党群
、

再就

业四个管理办事机构
。

机关管理人员要大力压

缩
,

按照队伍规模和经营规模的大小从严从紧

核实编制
。

三是地勘单位的人员进出
,

要本着

有利于队伍整体消肿
,

重视保留和吸纳优秀人

才的原则
,

敞开出 口
,

严把进 口
。

所有在岗生产

人员和管理人员都必须有饱满工作量
,

做到一

人多职
,

一专多能
,

高效率高质量满负荷地运

转
。

第二
,

改革传统的投资体制
,

实行投资主体

多元化
。

要更多地开辟投资渠道
,

大胆引进外

资
,

积极吸收社会资金
,

扩大内部职工投资
,

利

用矿业权转让等搞活资本经营
,

着力改变主要

依靠国家或银行借贷的单一投资格局
,

推进投

资主体多元化
。

资金来源渠道多样化
,

为经济

发展提供资金保证
。

把握投资方向
,

坚持扶优扶强
。

以局为单

元进行资产重组
,

盘活存量资产
C

引导优 良资

产 向优势产业
、

规模企业 和高新技术 流动聚

集
。

支持局队之间
、

队队之间以及局队与外部

的合作
,

促进局
、

队支柱产业
、

骨干企业规模化
、

集团化
,

实现资本集中
、

扩张和保值增值
。

第三
,

深化产权制度改革
,

加快改革工作步

伐
。

地勘单位及其所属实体体制改革的当务之

急
,

是完成 由事业单位企业管理的体制逐步 向

企业过渡的根本转变
,

真正成为适应市场
,

具有
“
四 自

”

能力的企业法人实体和竞争主体
,

并向

建立产权清晰
、

权责明确
、

事企分开
、

管理科学
.

的现代企业制 度方向继续迈进
。

深化体制改

革
,

要着眼于产权制度改革
,

加大产权置换力

度
,

推动产权流动重组
,

实现资本优化配置和制

度创新
,

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要求 的新体制
、

新

机制
。

这是我们十几年来
,

不断探索
,

认真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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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出的正确结论
。

只有

在产权制度上突破
,

或者说地勘单位的企业只

有实行股份制
,

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职工是

企业的主人
,

充分调动所有员工的积极性
,

才能

革除大锅饭形成的各种弊病
。

坚持因地制宜
、

因企施策的方针
,

采取多种

形式搞好企业 (实体 )改制工作
。

地勘单位的规

模企业
、

联营企业以及局
、

队已取得企业法人地

位的各类企业
,

应分别改建为有限责任公司或

股份有限公司
,

并按照 (公司法 ) 的规定加快规

范和完善 ;地勘单位所属各类经济实体 (工勘施

工
、

自办矿山
、

地勘项 目
、

多种经营企业等 )一般

均可采取股份合作形式进行改造 ; 新建企业和

新上项 目一律采用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企业的

形式
,

实行投资主体多元化
,

职工参股经营 ; 对

地勘单位内不适于搞股份制改造的实体
,

可采

取多种形式放开搞活
。

对不涉及改制的地勘单

位管理科室
,

其人员继续实行带资上岗
,

按岗位

责任进行考核评聘
。

改制单位要合理地设置股权
,

逐步提高职

工个人股 占总股本的比例
,

加大置换国有资产

的力度
,

允许经营者持大股
,

使经营者的责权利

与其所持股份相适应
。

要抓好职工个人认缴股

金的收缴工作
,

保证按规定期限足额到位
,

防止

空运转
。

同时要积极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
,

把

置换回的资金投人新企业
,

不断扩大生产规模
,

更多地创造就业机会
,

逐步消化大量的事业富

余人员
,

使职工有岗可上
,

生活得到可靠保障
。

第四
,

剥离事业单位和福利后勤服务性部

门
,

促其尽快实现 自立 市场
,

自主经营
,

自负盈

亏
。

局属事业单位都要逐步实现经费与事业费

脱钩
,

充分利用局以往和近期的扶持资金
,

转换

经营机制
,

面向市场
,

自主经营
,

自负盈亏
,

不断

增强 自我造血功能
,

发展事业
,

壮大 自己
。

地勘

单位后勤服务性部门一律实行剥离
,

改福利性

部门为经营性实体 ;改无偿服务为有偿服务 ;改

事业费支出为 自收 自支 ; 改计划拨款为资本金

投人
。

第五
,

按照市场机制要求
,

继续深化三项

制度配套 改革
。

干部人事和 劳动用工制度都

要继续推行竞争机制
,

打破职工身份界限
,

按

照公开
、

平等
、

竞争
、

择优的原则
,

选聘录用人

员
。

对队部机关科室负责人
,

实行双向选择
,

组织考察
,

竞争上岗
,

择优聘任 ; 对管理人员
,

实行 自己报名
,

公开竞争
,

择优选用 ; 对生产

工人
,

实行就业靠竞争
,

上岗凭本事
,

由生产

单位 自主决定聘用 ; 对专业技术人员
,

实行技

术职务聘任制
,

不搞聘任终身制
。

通过上述机

制的运作
,

首先在队内形成人才劳动力流动市

场
,

进而在局内形成人才市场
,

走 向社会人才

市场
。

工资制度推行岗位工资制
,

实现事业工资

档案化
,

在什么岗位拿什么工资
,

奖金等其它收

人与效益挂钩
,

下岗一律不保留原工资待遇
。

经营有方
,

效益连续稳定增长的单位和实体
,

对

经营者可实行年薪制
。

第六
,

切实做好下岗职工再就业和基本生

活费保证工作
。

做好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

再就业工作
,

是实现地勘队伍企业化改革目标

的重要方面
。

要继续把下岗职工生活保障和再

就业工作作为头等大事抓紧抓好
,

确保下岗职

工的基本生活费及时足额到位
,

完善再就业服

务
,

加强对下岗职工的管理和培训
,

保证尽可能

多的下岗职工实现再就业
。

下 岗职工也要转变择业观念
,

扬长避短
,

发

挥 自己技能与体力优势
,

创办个体或合作经营

实体
,

参与队内
、

社会人才市场竞争
,

不等不靠
,

艰苦创业
,

开辟就业的新天地
。

三
、

结论

改革可能的障碍是现有利益结构的调整困

难
。

但是由于这种改革思路是目前我们认定可

以走得通的道路
,

需要我们的领导者有坚定的

改革信念
,

通过毫不动摇地扎实的工作
,

逐步实

现地勘队伍体制改革的目标
。

唯有如此
,

才能

使地勘单位走出困境
,

完成从计划经济体制转

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