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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科技进步  提高经济效益

姜其温  于恩凤

当前，江苏省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突出矛盾，

是经济效益下降的趋势尚未扭转。企业——特

别是国营大中型企业经济效益下降，使企业活

力减弱，发展后劲不足，制约着整个经济的发

展，并使财政陷入困境。九十年代，江苏经济发

展要开创新局面，必须狠抓扭亏增盈，依靠科技

进步提高经济效益。

经济效益不高的主要原因

是物质消耗高、技术含量低

评价经济效益高低的标准，是投入与产出

的比较。投入少，产出多，效益就高；反之，效益

就低。提高经济效益，就是在生产过程中，以尽

可能少的活劳动和物化劳动消耗，创造出符合

社会需要、质量尽可能好、数量尽可能多的产

品，并能尽快推销出去。所创造出来的产品补偿

了生产过程中的消耗之后，剩余价值越多，效益

就越高。从江苏省工业企业来看，经济效益不

高，主要表现在：生产成本节节上升，盈利水平

连年下降，亏损金额大量增加，自我发展能力减

弱。1985 至 1990 年，全省工业总产值从 288 亿

元增加到 428 亿元（不变价格），增长48.6%；销

售收入从 265 亿元增加到 567 亿元，增长1.2

倍；而实现利润却从 26.5 亿元减少为14亿元，

下降 47.2%；上交利润从 10.7 亿元减少为6.6

亿元，下降 38.3%。亏损企业的亏损金额从

77638万元上升到 92 850万元，增长 11 倍。全员

劳 动 生 产率虽然由 人均 17 560 元增长 到

22 193元，增长 26.38%，但职工平均工资由

1 135元增长到2 4 44元，增长了115.3%。1990

年，全省预算内工业企业人均留利只有333元，

比上年减少260元，企业留利连开支福利、奖励

基金都不够。由上可见，“七五”期间，江苏预算

内工业企业的发展速度虽然较高，但利润下降

幅度也大。1990年，企业的资金利润率只有银

行贷款利率的一半左右，也就是说，企业赚的钱

连付银行利息都不够。这种以牺牲效益为代价

的高速度，是不能长久维持的。

工业企业经济效益不高，主要原因是一些

经济关系没有理顺。突出地表现在企业的经营

机制没有理顺；经济结构不合理；价格体系没有

理顺；分配机制不合理等等。但目前工业企业经

济效益不高的主要原因在于劳动生产率低，产

品中的技术含量低，物质消耗高。

改革开放十年间，江苏经济增长中，依靠科

技进步取得的只占 29%，这项指标美国高达

80%。由此可见，江苏省同发达国家相比，差距

相当大，江苏省的经济发展，主要是靠物质资源

的大量消耗维持的。

江苏省预算内工业企业“七五”期间的工厂

生产总成本中，物化劳动的消耗（包括外购的材

料、燃料、动力支出和其他支出的物质性支出）

占 81.6%。这个比例，在“七五”期间的各个年

度之间没有多大变化。当然，实物量的消耗有所

下降，但是由于燃料和原材料涨价，表现在货币

量上，总成本中的物质消耗没有降下来。过去加

工工业靠燃料和原材料价格低廉盈利，随着价

格改革的深入，上游产品价格逐步提高，加工工

业如果不能较大幅度地降低物质消耗，经济效

益就难以提高。生产过程中的物质消耗高，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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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物量消耗高以外，主要是产品中的技术含量

低，或者说是产品的增加值少，因而相形之下，

就显得物质消耗高了。

科技进步是提高经济效益的根本途径

从江苏省工业的实际情况出发，推进科技

进步当前应当着重抓住以下几点：

——节能降耗。江苏省预算内工业企业工

厂产品总成本中，物化劳动消耗超过 80%，节

约的潜力很大。以 1990年为例，总成本中物化

劳动消耗达 420 亿元，降低 5%，就是 21 亿元，

为当年实现利润的 1.5 倍。实现这一目标，财政

可增收 7 亿元，企业留利可以增加 14 亿元，为

当年实际留利额（6.9 亿元）的一倍。这样，财政

充裕了，企业也活了。实现这一目标并非高不可

攀，而是有现实可能的。以能源消耗为例，1988

年全省小氮肥每吨合成氨消耗实物煤，平均为

2 510公斤，先进企业为 1 700公斤，后进企业

最高为 4 430公斤。如所有氮肥厂都达到先进

企业的标准，一年可节煤 80 万吨，每吨 150 元，

价值 1.2 亿元，全省小氮肥厂都可以扭亏为盈

了。节能降耗的途径很多，但主要靠科技进步。

近两年，江苏对小氮肥厂进行改两煤为一煤、改

碳氨为尿素，这种新技术把节能降耗和提高效

益又推向新的水平。

——提高质量，开发新产品，创造名牌。在

市场竞争中，最根本的是靠优质取胜。以洗衣机

为例，在当前供过于求、产品积压的情况下，江

苏省无锡市“小天鹅”洗衣机靠先进技术，获得

国内同类产品唯一金牌奖，因而风糜全国，供不

应求，效益大增。依靠先进科学技术开发的新产

品，在质量、性能、功效、款式等方面处于领先地

位，能够迅速占领市场的制高点，独占鳌头。

——加快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国产化，

增加出口创汇能力，提高经济效益。改革开放十

年来，江苏省引进技术项目用汇十多亿美元，发

挥了很大作用，必须加快消化吸收和国产化。这

不仅可以节省大量外汇，更重要的是可以大大

提高我们的科学技术水平，增加出口创汇，提高

经济效益。江苏省大丰轻工机械厂引进国外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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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的样机和图纸，生产两种型号的空压机返销

国外，1988 年生产翻一番，实现利润比上年增

长 2.3 倍，创汇增长 1.3倍。这个原来濒临困境

的小厂，依靠科技进步一跃成为盐城市机电产

品出口大户，同类产品出口跃居同行业之首。
——加强管理，改善经营。管理也是一门科

学。要运用先进科学成果，推行“量本利分析”、

“网络技术”、“价值工程”等先进的科学方法，加

强管理，改善经营，提高经济效益。这方面的潜

力是很大的。

总之，我们要牢固树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

产力的思想，牢固树立依靠科学技术提高经济

效益的思想，向科学技术要效益，运用科学的管

理方法提高效益。

“科技兴省”必须“先兴科技”

邓小平同志指出：“下个世纪将是高科技的

世纪。高科技的发展和成就，反映了一个国家和

民族的能力，也是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九十

年代是高新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大踏步前进的

时代，也是竞争最激烈的时代。经济发达国家依

靠资金和技术的优势，大力发展高新科技，并迅

速将其运用到各行各业。我们面临着严峻的挑

战。要实现“科技兴省”战略，必须首先增加投入

实现科技进步，把科技振兴起来。我们要走出这

样一条发展道路：增加科技投入——实现科技

进步——提高经济效益——加快经济发展；更

多的科技投入——更高新的科技进步——更大

的经济效益——更快的经济发展。这样的发展

道路是良性发展的路子，是低投入、高产出的路

子，是低消耗、高效益的路子，是立于不败之地

的路子。要实现科技进步，必须抓好以下几方面

的工作：

——提高全民的科技意识和科技素质。做

到上上下下，从干部到群众，都懂得科学技术是

第一生产力的道理，都重视学习、应用、推广、发

展科学技术。从长远发展要求来看，必须大力发

展教育事业，普及科技知识，提高全民的文化和

科学知识水平，提高劳动者的科技素质，这是实

现“科技兴省”的基本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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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大科技人员队伍，充分调动其积极

性。经济竞争实质上是科技竞争，科技竞争实质

上是人才竞争。因此，必须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造就一支宏大的科技人员队伍，并给他们提供

好的科研和生活条件，鼓励他们多出成果，快出

成果，出高新科技成果。国外一些有名的大企

业，科技人员占全体职工的三分之一以上，因而

在市场竞争中始终处于优势地位。江苏省常州

电子计算机厂成功的奥秘就在于尊重人才。该

厂不惜代价，既从外引进大量人才，又自己培养

大量人才，而且科技人员不吃“大锅饭”，成果与

效益挂钩，解决了科研与生产脱节、与市场脱节

的问题。这个厂的电子计算机在全国处于领先

地位，人均创利超万元，是常州的税利大户。

——切实解决科技成果迅速转化为生产力

的问题。科研成果只有迅速实现产业化，转化为

商品，才能实现其价值。这种转化贵在神速，谁

先占领了市场，谁就能取得最大效益；错过时

机，就失去价值。从一定意义上说，我国的科学

研究并不落后，某些领域在世界上还处于领先

地位，主要问题是有许多科研成果没有迅速转

化为生产力，没有实现产业化。必须通过深化改

革，从体制和机制上解决问题，做到科研、生产、

销售一体化，政府有关部门要做好组织协调工

作，妥善处理各方面的利益关系。特别是对高新

科技研究成果，要有专门机构和专项资金，保证

其迅速运用到生产领域，取得最大经济效益。

——增加科技投入。提高经济效益靠科技

进步，实现科技进步要有资金投入。国外一些知

名的大企业，其科研费用都占营业额的相当比

重。江苏省各方面用于发展科技的投入虽然逐

年增加，但其占销售收入的比重是低的。各级财

政要转变观念，舍得在实现科技进步方面投入

资金。第一、预算内用于发展科学技术的支出，

要确保以高于正常支出增长的幅度逐年递增；

第二、督促企业按照政策规定，把该提取的费用

提足；第三、对高新科研成果，要与有关方面协

同，安排专项资金，保证其迅速转化为生产力，

实现产业化；第四、加强财政监督，确保各项科

技经费合理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江苏省科技力量雄厚。发展科技，振兴江

苏，正在成为全省人民的共同认识。九十年代，

江苏省经济必将重振雄威。

科技兴财

强化财政职能作用  

探索科技兴财之路

湖北省财政厅工交处

近年来，在财政部和省委、省政府的领导

下，我们充分发挥财政部门的职能作用，不断强

化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意识，努力支持科技

进步，不断探索依靠科技进步兴财、聚财的新路

子，取得了显著的效益。“七五”期间，全省通过

依靠科技进步每年开发新产品、新品种2 500～

3 000 项，其中 835项分别纳入国家级和省级重

点新产品试制计划。有 3 000多项达到国际国

内水平，155 项工业产品获国家金、 银质奖，

1 322项新产品评为部优产品，3 020 项产品评为

省优产品。1990年与 1985 年相比，新产品产值

率由 4%上升到 8%；优质产品产值率由 16.

2%提高到 26.3%；新产品创造利税增长 2.86

倍；万元产值综合能耗下降 26.7%；引进技术

消化、吸收能力提高 43.7% ；科技进步对经济

发展的贡献份额由 19.1%增加到 36.5%。科技

进步有效地促进了我省工业经济向质量效益

型、产品开发型和科技先导型的转变。

在科技兴财的实践中，我们主要抓了如下

几项工作：

一、认清形势，树立科技兴财意识

“七五”期间，我们财政部门在省委、省政府

的支持下，认真分析了全省财政经济形势和企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科技兴财
	依靠科技进步  提高经济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