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步扭转企业用留利搞福利，技改靠贷款，还贷靠

财政减税让利的倾向。

为了进一步提高我 省工业企业的整体素

质，把经济效益提到一个新的水平，我们还在全

省工业战线树立了十个典型，使广大企业学有

榜样，比有目标。这十个典型是：以改革为动力，

经过十年艰苦奋斗，跃居全国地方钢铁企业之

首的安阳钢铁公司；以服务农业为本，靠经营战

略发展的洛阳第一拖拉机厂；大力加强管理，努

力开拓市场，效益大幅度增长的周口地区味精

厂；引进、吸收新技术，不断改造创新，严格科学

管理的平顶山帘子布厂；大力推进技术进步，走

质量效益型发展路子的洛阳玻璃厂；挖潜增效，

综合利用，老厂换新颜的南阳酒精总厂；抓管

理，调结构，速度和效益同步增长的河南轮胎

厂；坚持科技兴厂，创一流生产水平的郑州纺织

机械厂；高起点引进，高速度发展的河南冷柜

厂；走联合之路，积极开拓农村市场的长葛奔马

集团公司。省政府召开了隆重的表彰大会，号召

和动员全省工业企业认真学习和推广他们的先

进经验，并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等加以广泛宣

传，推动全省工业战线形成学先进、赶先进、比

贡献、创一流的局面。

企业财务甘肃省企业技术改造的进展和特点

孔 斌

一、“七五”期间技术改造新进展

“七五”期间，甘肃全省地方技术改造投资

36.7 亿元，建成投产项目 1 3 1 1 个。技术改造已

经从过去零星分散的改造，发展到对企业进行

总体改造；由以中小企业为主，逐步转变为以大

中型骨干企业为重点，而且发展到了以新产品

开发为龙头的“十条龙”项目。通过对企业的有

计划配套改造，甘肃企业的落后面貌逐步得到

改变，企业活力明显增强。

（一）大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提高了企业

技术进步的起点，增强了自力更生发展甘肃经

济的能力。目前，全省各行各业都有了一批用先

进技术武装起来的工厂、车间、生产线，加快了

产品更新换代的步伐。“七五”时期，全省共开发

省级以上新产品 286 4 项，其中 1 82 项达到国际

八十年代水平，有 510 项填补国内空白和接近

国际先进水平，部分新产品替代了进口，节约了

外汇，并向国外出口。

（二）有力地支援了农业生产，具有明显的

社会效益。刘家峡化肥厂、张掖化肥厂、兰州手

扶拖拉机厂等企业，由于引进先进设备和生产

线，生产能力大大提高，为全省农业生产的发展

提供了大量的物质资料，使全省农业生产环境

有了明显改善，从而为保证农业生产和农村商

品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三）提高了企业经济效益，增加了国家财

政收入。从过去几年的实践看，“七五”期间企业

的技术改造投入少、产出快、收益高，每投入 1

元技改资金，大约可产出 1.5— 2 元产值，0.4—

0.5 元税利，从建设到投产大约 3— 5 年。“七

五”期间，地方技术改造项目实现的净增产值，

占全省地方新增产值的 65%以上，实现利税占

预算内工业企业上缴利税的 70%以 上。在新增

产值和利税中，约有 60%左右来自现有企业的

技术改造。有些行业和企业的技术改造项目效

益十分显著，如电子行业，近几年产值成倍增

长，其中 90%以上是靠技术改造取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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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五”期间技术改造的新特点

甘肃省“七五”期间技术改造工作呈现出以

下几个特点：

<一 >努力开拓财源、多方筹措资金。企业技

术改造首先碰到的问题就是资金问题。甘肃省

一些部门和企业多方筹集资金，把各渠道的资

金捆起来使用。到 1 989 年，全省更新改造资金

中，地方（含企业）自筹占 63.4 %。另外，他们还

通过吸收外资和采用多种投资方式，增加了技

术改造资金的投入。甘肃铝厂、酒泉钢铁公司、

酒泉水泥厂等一些企业采取补偿贸易、联合开

发等多种形式吸收沿海地区的资金进行技术改

造，扩大生产能力，取得了明显的效益。

<二 >把技术改造作为调整产业结构、产品

结构的重点来抓。长期以来甘肃省工业结构以

重工业为主，而重工业中又以 采掘和原材料工

业为主。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他们配合产业结构

的调整，把技术改造的重点放在了提高技术层

次和发展精深加工产品上。首先着重在原材料

和加工工业方面进行了重点技术改造，大力增

产适销对路的名、优、特、畅销产品。西北铝加工

厂新增铝板、管材 1.5 万吨，发挥了甘肃有色金

属工业的优势，从而促进了全省原材料工业的

进一步发展。毛毯、雕漆、丝绸等产品产量的扩

大，增强了出口创汇能力。其次，结合产品和产

业结构的调整，选择了一批高起点、高技术、高

层次项目，逐步缩小甘肃与沿海地区在技术上

的差距，增强了企业的竞争能力。经过几年的努

力，不仅使原材料工业迅速发展，而且也使加工

工业的实力大增。
<三 >搞好技术改造的管理和事后评价工

作。加强对技术改造的管理是现代企业管理的

重大课题，对企业来说，技术改造是多种多样

的，其管理活动的内容也极为丰富。甘肃省在对

技术改造进行管理的过程中，采取了一些切实

可行的措施。诸如对重点项目实行全过程管理，

从项目的建议书开始就严格审查，对已完成的

项目及时组织验收，投产后抓好达产达标；把审

批立项、落实资金、现场协调、竣工验收四个环

节紧密结合；同时建立技术改造项目的调度制

度，对省列重点技术改造项目每季度进行一次

全面检查等。通过以上措施，“七五”期间在全省

建成投产的 364 个项目中，已达产达标的 154

个，达标率为 42%。为了总结技术改造经验，不

断提高经济效益，他们认真抓好技术改造项目

的事后评估工作，把投资项目新增产值、利税、

投入产出比、投入利税比作为考核评分指标，通

过评估来解决企业存在的问题，从而有力地促

进了企业技术改造的步伐。

企业财务
搞活企业、强化财政
职能的有益探索

张玉伏  张天犁

在“质量、品种、效益年”活动中，财政部门

面对的是：一方面要为搞活企业做出努力，为企

业做实事；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强化财政的监督

管理职能，克服企业“以包代管”现象。怎样才能

协调这两方面的工作呢？河北省冀县财政局在

这方面取得了较好的经验，他们对企业没有采

取“包而不管”听之任之的态度，而是从实际出

发，主动工作，制定了一系列有效措施。

一、实行倾斜政策，积极帮助企业筹措资金

冀县财政局利用本部门联系广、渠道多的

优势，积极帮助企业筹措资金，并利用财政“间

歇”资金，解决企业燃眉之急。在资金投放方面，

他们采取了倾斜的政策，一是向创汇产品倾斜；

二是向名、优、特、高产品倾斜；三是向工期短、

投资少、见效快的产品倾斜。并对用款企业实行

严格的审查和管理。其中，对企业财务管理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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