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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当前地质市场、多种经营的基本情况
    市场疲软，是自1989年A季以来的一种全国性的普遍现象，地质行业也不例外。究其主
要原因，一是全国性的抡购风潮，在人们，大脑中产生一个模糊现象，商品供不摩求；二是
我国实行治理整顿方针， 中央在宏观控制土，推出了压缩基建规模和抽紧银根二大措施，这
对于压缩社会总需求，控制通货膨胀无疑是有效的，但同时也使基本建设的摊子相对缩小，
生产和生活两方询的需求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无外乎地质市场和多种经营也受到上述两方
面自勺影响。

    当前地质一市场、多种经营的不正常因素，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国家对全国地质部门的投资，几年徘徊不前，地质部门贯彻气业为主、多种经－
营”的改革方针，理解和认识上均存在着较大的差异，特别是地质部门能够提供可勘探详查
的矿产基地已经不多，因此地矿主管部门（部、省）已把许多精力投入到找矿方面，使得地
质市场与多种经营的开展处于真空的状态，在这方面，地质市场和多种经营在人、财、物力
方面均存在着较大的不足。

    （ 一二）由于中央在宏观控制上提出了压缩基建规模和抽紧银根，导致了全社会建筑市场
总量缩小，这对于我们进行新旧体制改革的地质部门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以致于我们地
质市场与多种经营存在着不景气的现象，如地质工程勘察信息波动大，信息反馈差，许多单
位的多种经营、地质市场资金缺乏。

    （三）地质部门搞地质市场、多种经营存在一个偏差的观念。主要表现在人员素质低，
地质技术设备陈旧老化，‘成果质星不高，地质市场、多种经营的基础工作薄弱，领用套管、
水管等原材料手续不全， 计量手段残缺不齐，而且多种经营、地质市场的财务管理长期实行
地勘会计制度“一贯制”，不能正确按产业性质（即预算内地质项目、地质市场、多种经营
三部分）划分，没有建立一套完整的地质市场、多种经营的财务管理制度及配套法规，在统
计核算方面， 口径存在较大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一计财与经营办的数字上），数字经常发生矛
盾，给领导决策、管理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二、解决当前地质市场、多种经营的几点意见

    （一）加强领导，转变观念，从思想上和组织上适应地质市场和多种经营的需要。主管
地质市场、多种经营的领导要亲白抓此项工作，把它列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要结合本部门
的具体特点，对重大的地质市场和多种经营项日，进行必要的可行性论证（即加强地质市
市场、多种经营投资决策阴经济评价）；转变观念，树立商品经济的思想，使广大从事于地
质市场与多种经营的职工在短期内适应新形势的要求，选派一些精明强干的技术业务干部，
从事于地质市场、多种经营的工作，要树立大局的观念，把地质市场，多种经营和预算地质
工作统一抓起来，及时贯彻“一业为土，多种经营”的改革方针。



    （二）抓信息，加强横向联系，积极开拓地质市场与多种经营。在商品经济条件下，要
充分认识信息的能动性，在地质市场与多冲经营活动中，谁的信息反馈快，谁就占主导地
位。如我局113地质大队印刷厂，测绘队印刷厂，不仅靠本厂的技术优势，而且还靠纵横交
错的信息网络，采取走出去，请进来方式，主动与地方有关部门建立了联系，取得了显著的
效益； 另外我们要充分利用本部门的地质技术优势，发展横向联合，采取多方法、多层次、
多形式的办法搞横向联合。
    （三）要勇于采用新技术新方法，在竞争中夺取优势。无疑采用新技术新方法能提高工
效，在竟争中取得优势，但是我们要勇于投入、试验、研究一批新技术，居安思危，不断创
新；要有足够的更新改造资金进行固定资产（设备）的更新改造，这些方面的具备，在竟争
中有着强一大的生命力。’
    （四）加强管理、配套改革，不断提高地质市场、多种经营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在
实行多种经营的承包制下，有必要加强地质市场、多种经营的管理及配套改革。首先在财务
体制上要进行改革，要按不同产业性质来采用相应的会计制度，会计科目核算的内容要适应
多种经营、地质市场的特点，建立、健全会计报表制度，在地勘单位内部设立内部银行，指
标层层分解，加强责任成本的考核；其次，在资金投入方面，严格把关，不能沿袭地勘单位

  “拨款制”的管理方法，而要采用时间效益、价值规律引导决策，减少资金投入的风险性，
取得最佳的投资效益，在这方面我们是有深刻教训的：第三，努力完善多种经营、地质市场
考核指标体系，设立地质市场结算收入及多种经营总收入（应扣除地勘费补贴）、职工就业
人数指标、工作量指标、流动资金考核指标、发展类指标以及信誉类指标等等。

    总之，随着地质部门产业结构的调整，多种经营、地质市场必然作为地勘单位的一大经
济支柱而大力发展，在竞争中求得生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