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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 兴厂 结 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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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第二纺织机械厂是国家一级企业，全

国纺机行业的排头兵。可是，1986 年以前企业

效益并不理想，有的年份甚至出现利税负增长。

而近几年来，该厂的变化却令人鼓舞，经济效益

持续增长，1987 年至 1990 年，实现利润和利税

总额平均每年递增 19.9%和 26.3%，大大高于

同期产值平均递增 12%的水平。在同样的经济

环境下，上海第二纺织机械厂却能取得这样的

好效益，原因何在呢？根本的一条，就是依靠自

身的力量，自我改造，自我发展，走一条科技兴

厂之路。

思 索

1986 年，二纺机厂实现利润仅比上年增长

1.1%，利税总额则下降 11.4%。也正是这年，

厂长黄关从赴德国考察巴马格机器制造公司。

当他发现该公司的人均销售额比二纺机厂高出

6 倍，吃惊得愣了一阵子。时隔一年，黄厂长又

去法国巴黎参加国际纺机博览会，他眼看意大

利、日本、法国、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的纺机已

完全进入了智能化、自动化和连续化的阶段，机

电一体化的纺机万锭纺纱只需 7 人，能自动操

作、显示和调节，不由得步子越走越沉重。他思

索着，二纺机厂在国内同行业中是首屈一指的

企业，但与国外企业相比，却有如此差距。企业

发展慢，经济效益不好，看来问题主要在于企业

科技水平落后。因自身的科技力量明显不足，二

纺机厂曾先后与一些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进行

过多种合作，并取得一定成效。然而，这些合作

大多局限在近期的、单项的和非连续性的项目

上。平日，企业技术人员的主要精力都放在设计

研究多规格的品种上，没有力量再去规划、研究

和开发多门类、高档次的产品。若不改变这一现

状，技术、生产、效益水平的差距势必越拉越大。

从深深的反思中，黄厂长感到：企业失去了科技

优势，非但没有出路，甚至将没有退路。要赢得

企业在国际竞争中的主动权，必须走科技与生

产相结合的道路。

尝 试

1988年 10 月 31 日，经过“自由恋爱”，二

纺机厂与上海纺织机械研究所正式结合在一

起。黄厂长在厂、所为期 5年的有偿技术合作与

技术服务协议书上签押。协议书明确提出，要把

生产发展中的技术难点作为科技研究的重点和

热点。所有研究、开发的项目、内容与进度，由厂

方提出，经双方讨论确定。纺机研究所则提供不

少于 50名的机电产品设计人员，专门为厂方从

事产品开发、研究、设计与技术服务，以帮助二

纺机厂加快应用高新技术，开发高档次产品。

厂、所技术合作的共同目标是：跟踪国际纺机先

进技术，紧紧跟随世界高新技术潮流。从 1989

年至今，厂所共立科研项目 27 个，其中 2/3 是

新产品设计和科研储备项目，1/3 是纺机发展

趋势研究项目。二纺机厂决心通过科技生产相

结合，使企业发展为市场竞争的强者。

支 柱

要使科技成为企业生产力发展的强大驱动

力，达到科技兴厂的目的，必须依靠资金投入、

技术改造、人才开发和现代化管理四大支柱。这

是黄厂长与他伙伴们的共识。

近几年来，二纺机厂先后实行了全员承包、

自营外贸和放开经营等改革，经济效益持续提

高，增加了自我积累。为保证科技投入的年年增

加，他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将税后留利的

65%作为生产发展基金；适当提高固定资产折

旧率；按销售收入总额的一定比例提足新产品

开发基金等等。“七五”期间，二纺机厂提取生产

发展基金、新产品开发基金和更新改造基金达

1 亿元，是“六五”期间的 9 倍；平均每年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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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万元技术开发费，1990 年投入高达 2771

万元。

为加速技术改造，二纺机厂还通过自筹增

加技术改造资金的投入，5 年来，共投入 6884

万元，其中用汇 900万美元，完成 424 个技术改

造项目，先后引进加工中心、数控冲床和数控三

点折边机等关键设备。在金属切削、冲压、焊接、

表面处理等加工和检测方面，推广应用了 60多

项具有国内外先进水平的技术，使全厂具有 80

年代国际水平的设备原值占全部设备原值的

32%。1990年，该企业固定资产原值比 1986 年

增长 1.55 倍。生产手段的发展与提高，为企业

科技进步创造了条件。

二纺机厂把人才开发作为科技兴厂的关

键，积极培养和储备人才。1988年起，先后选派

17 名工作多年的优秀青年大学生到复旦、交

大、清华等大学进行深造，其中 12 人已学成归

厂。该厂提出的人才目标是：“每年吸收大学本

科人才不少于 50 人，上不封顶，下要保底。”

1990 年工厂招收了 60多名新大学生，其中仅

清华大学的就有 19 人。“七五”后期，该厂广开

“才源”，通过向社会招聘和接受学校分配的大

学生是“七五”前期吸收人才的 3.9 倍。同时，二

纺机厂近年来还开展了 1.3 万人次的职工知识

更新和提高技能的培训，使全厂技术工人的技

术水平平均提高了一级。

推行科技兴厂，离不开企业的现代化管理。

目前，二纺机厂已建立起由 20余套微机组成的

信息管理系统。在经营技术、生产计划、物资供

应等主要部门和关键环节，84 台计算机终端和

微机开始辅助企业管理。前不久，从美国进口的

中型计算机，正抓紧全面开发应用。“计算机集

成制造系统”已在二纺机厂安身。“八五”期间，

该厂将建立起计算机辅助工程技术系统、计算

机管理信息系统和先进加工制造系统，以加强

基础管理，改善专业管理，优化现场管理，全面

提高企业素质。

硕 果

二纺机厂走生产与科技结合的道路，给企

业插上了腾飞的翅膀，结出了丰硕的成果。

——攻克了赶超型的高档产品。E J508 型

花式摩擦纺纱机是二纺机厂与纺织机械研究所

技术合作的第一个主攻对象。经过近三年的艰

苦研究和开发，终于获得成功。经权威人士测

定，这台体现国际 80年代末水平的纺纱机，不

少指标超过国外同类最先进机种的水平。

——新产品层出不穷。二纺机厂采用引进

技术、合作生产、消化吸收、自主开发等多种形

式，开发了花式摩擦纺纱机、FA 509 细纱机、

E J231 型射频烘燥机、E J509 型花式线机等一系

列新产品。例如，他们消化吸收引进技术，开发

出了具有当代国际先进水平的化纤纺丝机产品

系列。如今，该厂纺丝机供不应求，订货已订到

1993 年下半年。“七五”期间，这个厂新产品产

值占总产值的 68.8%，新产品开发周期缩短到

两年。

——经济效益持续增长。1987 年以来，二

纺机厂的经济效益出现了较大幅度的持续增

长。1990年全员劳动生产率和人均利税比国家

一级企业标准分别高出 1.5倍和 2.6 倍。

——出口创汇成绩显著。1989 年深秋在日

本大阪举办的代表当代世界水平的第四届国际

纺机博览会上，二纺机厂生产的装有自动显示

仪和巡回清洁装置的细纱机，高速平稳运转，吸

引了一批批外商。短短几天，成交额达 200多万

美元。“七五”期间，该厂共出口 80万锭纺机，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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