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作研究

我县工业经济效益“滑坡”的

原 因 及 对 策

伍佳四 川 省眉 山县财政局

作为我县经济重要基础构成的预算内国营工业企

业，其经济效益如何，将影响全县经济。本文拟通过

企业经济效益 “滑坡”原因的分析，探索提高工业经

济效益的对策，以促进我县经济的不断发展。

我县工业企业经济效益“滑坡”的主要表现及原因

我县预算内14户国 营 工业企 业，经济效益“滑

坡”主要表现为：1.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逐年下降，

1989年为9 635元/ 人，低于1987年的11 360元/ 人和

1988年的10 572元/ 人的水 平.2.可比产品总成本大

幅度上升，1986—1988年，超支 率 分 别 为0.87% 、

4.20% 、 24.84%，而1989年在1988年的基 础上又超支

16.84%。3.产值利税率，销售收入利 税率、固定资产

利税率和全部流动资金利税指标 逐 年下降。见下表：

4.今年以来，工业企 业效益“滑坡”更加突出，成本

上升，产品积压，企业亏损，实现利润大幅度下降。

工业效益 “滑坡”的主要原因是：

1、发展速度与效益关系处理不 当。我县经济工作

的重心未转移到提高经济效益上来，出现了重产值、

轻效益，重外延扩大再生产、轻内涵挖潜改造，重发

展、轻管理的倾向。在目标考核上，重抓产值产量、

利润，忽略了抓成本、消耗和质量。

2、忽视外部条件的制约作用。在 工厂选址和建设

规模上，忽视了外部条件的制约。产生了原材料、能

源、交通等“瓶颈”产业以及市场需求对企业生产的

制约效应，造成生产任务不饱，部分资产长期闲置和

人力、财力、物力的大量浪费。

3、企业管理水平偏低。虽 然，经 济体制改革赋予了

企业自主经营的权力，但企业管理工作跟不上，企业

缺乏市场和竞争观念，面对瞬息万变的市场表现出无

能为力。未适时开发研制新产品和改进老产品，按产

品寿命周期规律及时调整产品结构，以致产品不能适

销对路，出现了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危机。

4、企业领导班子工作的整体效 应 较差。不少企业

的厂长不善于发挥中层、基层干 部的积极性，影响了企

业的生产 和经营。

5、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弱化。近年，尤其是企业承

包后，由于思想政治工作削弱，职工的主人翁观念淡

化。企业缺乏强有力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6.企业技术水平不高，产 品质 量差、技术性能落

后，不能保质、保量、按时地满足用户需 要。原因是：

（ 1）质量意识淡薄，企业质量管理 薄弱，管理技术

和检测手段落后。（ 2）重外延扩大再 生产而忽视抓

内涵扩大再生产的技术革新和技术改 造，忽视科学技

术的推广和应用。
7、企业管理基 础 工 作 薄弱，财 务管理、 监督弱

化，原燃材料、能源等物耗高，损失浪费严重。

扭转经济效益“滑坡”的对策

要扭转企业经济效益差的局面，实现全县经济持

续、稳定、协调地发展，我认 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作

出努力。

1、努力实现从速度型向速度效益型的转换。坚持

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指导思想，自觉地实现从单纯的

重速度向既重速度更重效益的 转 变，恰当地安排经济

增长速度。在投资决策上，确立投资的效益观念，有

效地使用资金，妥善地安排劳 动力，正确地规划生产布

局，合理地利用自然资源。投 资 的重点应是那些开发

农副产品（即粮、油、猪、皮、茶、水果、蚕丝，甘蔗、

药材等）的加工制造业，特别是深度加工业，以发挥

我县临近大城市和农副产品原料丰富的优势。在保证

重点的前提下，还应集中投向现有生产能力的技术改

造，发展低物耗、低能耗工业，推进技术进步，促进

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企业组织结构的优化.
2、以第二轮承包为契机，抓好企 业 领 导 班子建

设。全面地考核承包人的素质，慎重地选定承包人，
按知识互补、能力互补、专业互补、性格互补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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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配和组织一个强有力的成龙配套的企 业领导班子。

3、强化企业市场观念，增强应变能力.在当前市

场结构性 “疲软”的情况下，企 业要努力提 高对市场

变化的应变能力，在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做好市场预测工作；对那些质量差、技术性能落后、

不适销对路的产品要坚决予以淘 汰：充 实力量，加强

技术研究，改革工艺，积极开发新产品：强化质量意

识，加强质量管理，提高产品质量，增加优质和适销

对路产品的生产。

4、强化企业管理意识，树立管理出效益 的观念.
加强企业基础建设，正确使用精神与物质这两个激励

因素，不断完善企业内部分配制度。做好企业内部各项

管理工作，特别是要搞好财务管理，认真整顿财务秩

序，建立健全财务管理制度，坚持一支笔审批，堵塞

花钱大手大脚、铺长浪费的漏洞，努力降低费用、消

耗。同时，对各种乱摊派、乱收费、乱罚款的行为要

予以坚决的抵制。

5、行政部门对应采取既包又管的方 针。处理好服

务与监督的关系，把监督寓于服务之中，帮助企业建

立和完善内部责任制，加强管理，搞好内部分配。坚

持定期分析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帮助企业找差距、挖

潜力、努力增收。

6、强化思想政治工作，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各企

业应加强政治思想教育，进行自身发展的研究，制定

近期和长远发展方针，逐步树立起具有本企业特色的

企业文化，变要我 干为 我要干，树立起 “厂兴我荣、厂

衰我耻、我与企业共命运”的主人翁观念，培养自强

不息、勇于前进的奋 斗精神。

简讯

甘 肃省张掖地 区举办

首届财政知 识竞赛

张掖地区从 8月15日至 9 月25日举办 了全区首届

财政知识竞赛，竞赛通过两个赛程，采取笔答和口答

两种形式，经过激烈竞争，决出团体、个人前三名。

山丹县代表队、临泽县代表队和张掖市一队分别荣获

团体总分第一、二、三名。这次竞赛，激 发了广大财

政干部学理论、学业务的积极性。促进了广大财政干

部理论和业务水平的提高。

（陈士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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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社会主义公有制

为基础的有计划商品经济

条件下，如何建立起国家

财政的宏观调控机制是我

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个

重大课题。下面谈几点看

法。

一、当前国家财政宏

观调控面临的主要问题

目前来看，影响国家

财政发挥宏观调控职能的

主要问题如下：

（一）国家财政 “两

个比重”大幅度下降，财

政进行宏观调控的财力基

础被削弱了。1979年以来，
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

重基本上是逐年下降的，

按可比口径计算，1989年

已降至19% 左右，比1978

年的37.2% 下降了18个百

分点。按1989年国民收入

计算，下降一个百分点，财

政收入就减少100多亿元。

与此同时，中央财政收入

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也

在下降，1980年至1985年，

一直在52% 以上，1986年

开始连年下降，1989年只

占47.2%。财政 “两个比

重”的下降，使财政难以

承担日益增长的支出需求

和发挥宏观调控作用的任

务。尤其是中央财政难以

保证中央宏观 政 策 的 实

施。

（二）国 家财政的分配、调控和监督职能 被 肢

解。这方面的突出问题：一是建立各种名目的基金，

有的在预算中单立户头，有的独立 在预算之外，一旦

形成基金，支出必然刚化，预算内资金统筹安排的余

地日益缩小。在预算外建立的各种基金，实际上也是

直接地或间接地挖走了一块财政收入，归部门或单位

自己支配使用。二是实行以什么养什么，有的收入不

上缴财政。三是国家垄断行业的提价收入由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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