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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地质勘查的 目标管理体系

左兢业

目标 管理是一种新 的管理制

度
,

目前 已在我国工业企业中广泛

应用 结合经济体制改革 运用于

管理领城
,

也取得了明显效果
。

目标管理的基本内容
,

是通过

自上而下 和由下 而上相结合的方式
,

把总体 已确定的

总 目标层层分解
,

并落 实到每一个环 节
。

各级管理人

员 根据这些 目标
,

对下级进行领导
、

考核和奖评
,

它一经确定
,

便成 为每个职工发挥才干
、

努力完成 的

工作实施 目标
。

它是企业发挥自主性
,

付企业经营活

动 的全过程实行全 面综合性管理的科学方法
。

它要求

目标高低适宜
,

切合实际
,

并能提高职工的工作积极

性和创造性
。

地质劫探工作
,

为了取得最终成 果和最佳经济效

益
,

围绕某一 目标值的实现而统筹运动
,

有必要实行

目标管理
。

近年来
,

许多地质单位通过试行 目标管理
,

已经积双了比较丰富的实践经验
。

本文仅就如何进一

步完善目标管理
,

以 及它同其他管理方法的关系等问

题 谈谈个人的学习体会
。

第一
,

改革计划体制
,

是地质劫查部门推行现代

化管理的前提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 社会

主 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

指明 了计划体制改革

的方向
。

计划体制改革
,

必须建立在商品经济的基础

上
。

那种认为地质工作只是国家基太建设计划当中的

一项 “
其他基本建设工作

”

的老概念
,

已经过时 了
。

它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
、

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

其

目标是服务 于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
,

服务于国民经济

发展的需要
,

服务于生产和人们 生活的需要
。

因此
,

必须刀民现行计划体制的缺陷 一是统得过 多过死
,

一切由国家下达行政性指令计划
,

地质单位缺乏必要

的决策权 二是条条分钊
,

有的单位
,

抱着狭隘的行

业观念
,

甚至 付横向联 系实行封锁
。

从 而 更助长 了

“

供给制
”

思想
。

地质邵 门的投入与产出不挂钩
,

国

家负担越来越 重
。

这种管理体制是与有计划的商品经

济根本对立的
。

近年来
,

在计划管理体制方面做 了许

多工作
,

地质矿 产部进行 了大童调查研究和改革试点

冶金部从 年起
,

缩小 了指令性计划指标
,

扩 大了

指导性计划指标
,

将
“

投入
,’

和
“

产出
”

挂钩
,

实行
“

五包
” 、 “

五定
” ,

下放 了一定的管理权限
。

今后 的改

革趋势是
,

更多地运用经济手段
、

市场机制和有利于

商品经济发展的计划体制
,

适 当扩 大指导性计划
,

积

极发展横向联系
,

加强技术经济协作
。

要选择灵活 多

样的经营方式
,

在任免 聘用人员
,

支配 自由资金
,

决定用工办法和工资奖励方式等方面
,

给予基层地质

单位以更多的权利
,

使其具有法人地位
,

增强其活 力
。

这是积极推行现代化管理的动力
。

第二
,

用 目标管理加强全面计划管理
。

全面计划

管理
,

应 以完成地质勘查任务
,

获得优良地质成 果
,

提高经济效益 为中心
,

把各项工作纳入计划管理的执

道
。

目标管理 包括总目标和具体 目标
。

方友夫
、

都再

学在
“

试谈 目标 管理在地质部 门 的应 用
” ”一文中

,

初步阐述 了地质部门建立 目标管理的问题
,

笔者基本

同意他们 的慈见
,

认为总目标应 当包括物质文明和精

神文明两个文明建设的内容
。

总目标应 当体现计划的

任务和要求
。

具体 目标则是为了实现计划任务
,

在一

定期限内应 当实现的具体成 果指标
,

包括各项标准和

要求
,

在制定 目标的过程中
,

首先是上级向下级提出

明确的要求
,

包含全面计划的内容
,

然后上下 结合
,

经过群众讨论
,

提出合理化建议
,

明确各项工作 目标
、

责任和实施措施
,

并层层落 实到个人
。

年度 目标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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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
,

李度
、

月份以及各级子 目标
,

都要围绕总 目标

分别采取切实可行的强 行措施
,

保证实现
,

这正是全

面计划管理的终极 目的
。

第三
,

以地质找矿劫探 为中心
,

推行 目标管理
。

找矿勘探是各工业部门地质勘查的中心任务
。

要闷巴地

质工作任务和找矿勘探指标层层分解落实
,

包干 到机

组
,

责任 到人
,

并根据工作任务 实行干部任期 目标制
,

围绕找矿勘探的中心工作统筹安排
,

全面规划
。

在一

定时期 内
,

要突出重点地质工作项 目
,

集中目标
,

调

动人力
、

物 力
、

时力
。

东北冶金地质勘探公 司
,

在过

去几年中把满足生产建设时地质工作的要求
,

作为计

划的总目标
, ,

急生产之所急
,

具有紧迫感
。

为 了满足

宝山钢铁总厂 时镁矿特级品的需要
,

及时调整力量
,

组织施工
,

完成 了任务
。

他们 坚持为生产矿 山服务
,

在 大孤山 找到 了厚大的铁矿 层 为寻找 大型矿 山后 备

基地
,

提交 了数亿吨铁矿工业储童 在计划管理上
,

以提交更多的有效地质成 果
,

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 为

总目标
,

把十几项专业性工作计划层层落实到二
、

三级

单位和职工个人
。

在建立 目标管理体系方面做出了成绩
。

第四
,

进一步发展多种形式的横向经济联系
,

把

时外增收作为地质单位的第二 目标
。

随着城市 经齐沐

制改革的发展
,

已出现 了多梁道
、

多层次
、

多种形式

横向经济联合的新格局
。

我们应 当把地质行业的经济

发展投身于竞争的环境中去
,

大力开展经济技术协作
,

增强其扩展能力 以提高社会经济效益
。

长期 以 来
,

地质单位一直是作为纯事业单位
,

靠国家开 支
,

因而

谈不上开发扩展能力
。

经齐沐制改革以 来
,

实行企业

经营
,

地质工作成 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

其扩展能力

正逐渐增强
。

一是从本地区扩展出去
,

通过招标
、

中

标
,

开展外地承包
,

联合经营 一是向其他行业渗透
,

从本行业扩展 国民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其他行业
,

实

现多种经营
。

以山 西冶金地质勘探公 司为例
,

年

以 来
,

从封闭型向经营开放型发展
,

打破条条分割
,

与其他企
、

事业单位建立起互利的横向经济联系
,

发

挥各种生产
、

技术手段的优势
,

全部时外经营纯收入

相当国家提供事业费的
,

提高了经济效益
,

发生

了明显的变化
。

一年内承 包的各种项 目就有 临 汾市

水利工程及谋矿 工程的地形测童 甘 肃金塔县 的磁法

测蚤 和静铭厂砂岩 的地质找矿
,

阳 泉市矿 产资源填

图和地方沙棘资源普查 西 山 矿务局谋矿
、

山 羊用失

矿 的宕心钻探
,

以 及矿山 工程钻探
、

水文地质钻探

找矿技术咨询和小铁矿地质调查 帮建化验检测 室
,

培训技术人员 为乡镇企业维修
、

制造小型滩材几 与

地方联营煤矿
、

大理石 厂
,

联建小型铁精矿 厂
,

等等
。

许 多单位的实践都证明 只 有通过 多种梁道
、

多种经

营
、

多种联合形 式
、

多种所有制的混合型等经济联 系
,

由小 到大
,

合理利用人
、

时
、

物资源
,

推行多种项 目

的 目标管理
,

才能迸发出地质部门 的活力
。

第五
,

建立内部责任承包制
,

组织职工实施既定

方针
,

实现经营 目标
。 “

包
、

保
、

核
”

是承包制的核

心
。

要把 岗位责任制和全 面技术业务工作纳入
“

包
、

保
、

核
”

体 系
。

承包制应与 目标管理紧密结合
。

地质

部 门的承包
,

可 以 分为地质项 目承包
、

工程任务承包

和多种经营项 目承包
。

承 包什 么项 目 ,

应 以 职工的能

力
、

工作负荷量 以及设备财力的实际状况 为依据
。

为

了充分发挥职工的智慧和创造 力
,

应 当通过生产组织

合理化活动
,

提高劳动者的技术操作水平
、

设备效能

和资源利用程度
,

改善经营管理
,

提高经济效益 通

过经营管理合 理化活动
,

建立和完善专业管理承包

制
,

改进管理组织与规章制度
,

改进业务管理与经营

方法
,

如加强 定额管理
,

简化物质管理层次
,

压缩储

备资金
,

择优择廉采购
,

降低采购成本
,

改善物资管

理
,

等等
。

这种管理功能的基本方法
,

就是内部承包

制
,

它有利于发挥职工的智慧和创造 力
。

在这方 面
,

一

首

都钢铁公司包括地质勘探工作
,

都取得了成功 的经验
。

应当结合地质勘探郑门 的特点
,

因地制宜
,

积极 推 行
。

第六
,

严格考核
,

及时反馈
。

用承包制的方法推

行目标管理
,

关键在于严格考核
,

及时反债
。

各项规

定要明确
,

不 留漏洞
。

通过推行承包制协调好地质与

勘探
、

生产与施工
、

管理与 生产的 关系
,

确保质奄
、

工期和效益
。

在每年
,

每李的
“

包
、

保
、

核
”

方案中
,

要详细规定工作项 目
、

任务
、

工期
、

进度
、

质童与费

用
,

明确地质同生产如何配合施工
,

管理如何适应 生

产发展
。

在专业管理承包制中
,

应规定从方案
、

论证
、

图纸设计
、

施工组织
,

直到验收
、

交工各个环节的生

产技术和业务标 准
、

责任
、

程序和考核办法
,

通过
“

包
、

保
、

核
”

落 实到施工和生产的各个基层班组以

及每个人员
。

妥认真做好考核工作
,

严格按签订的合同

任务 书兑现
,

有 奖有罚
,

促使劳动成 果与劳动者 的经

济利益 紧密相结合
。

否 则就会失去信任 失去约 束力
。

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