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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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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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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国
营
工
业
企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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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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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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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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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九
七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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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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〇
年

期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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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均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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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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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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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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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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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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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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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八
元
，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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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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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
却
分
别
下
降
到
五
十
二

点
九
元
和
一
十
一
点
五
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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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四
年
则
进
一
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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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
到
二
十
九
点
四

元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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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六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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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经
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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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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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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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
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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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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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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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九
八

五

年
的
百
分
之
一
十
三
点
九
下
降
到
一
九

八
八
年
的
百
分
之
一
十

点
五
，
一
九
八

九
年
以
来
还
在
继
续
下
降
。
企
业
亏
损

额
一
九
八
八
年
比
一
九
七
九
年

增
加
一

倍
多
。—

—
大
量
生
产
设
备
闲
置

。
据
统

计
，
目
前
全
国
加
工
工
业
能
力
大
约
有

百
分
之
四
十
不
能
充
分
发
挥
作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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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改进计划经济和市

场调节应注意的问题

《 光明日报》 今年 9月22日刊

登迟永德的文章指出，在当前的治

理整顿和深化改革期间，调整、改

进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程

度、方式和范围，应注意以 下几个

方面。

一是保持指令性计划的相对稳

定和合理的比例。当前，应 特别强

调指令性计划的严肃性，提高其科

学性，尽快制订出指导性计划的有

效实施办法，从而调整计划经济和

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方式。

二是适当集中全国 的财力、物

力，逐步提高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

的比重，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

收入的比重，扩大计划产品的范围

和比重，适当提高国 家掌握的重要

物资的比例，以增强国家宏观调控

能力，从而调整计划经济和市场调

节相结合的程度。

三是合理调整承包企业的承包

基数，适当增加承包企业的承包指

标，其生产的产品要规定合理的统

一调拨的比例，从而调整计划经济

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范围。

四是承包企业“工效”挂钩的

比例应控制在合理的幅度 之内，严

禁随意调整挂钩比例。

（时方摘）

文摘

黑龙江省生产要素

流动工作的初步进展

黑龙江省省长邵奇惠介绍黑龙

江省一年多来推进生产要素流动工

作时，指出以下几点：

——生产要素由长线产品向短

线产品流动，促进了产品结构的调

整。一些地区把产品创新作为生产

要素流动的主攻方向，做了大量的

引进、研制和开发新产品工作。据

对100户兼并企业和参加企业集团

的企业统计，近一年多 来，由于开

发了用料少、耗能少、占地少、污

染少、技术密度高、附加价值高、

创汇能力高的产品，限制和淘汰了

170余种平销、 滞销产 品，新 增产

值4.3亿元。

——生产要素由劣势企业向优

势企业流动，促进了企业组织结构

的不断优化。首先是，被兼并的亏

损企业中已有240户扭亏为 盈，占

被兼并企业总数的93.4% 。其次是

壮大了优势企业的 实力。据对100

户兼并和参加集团的企业统计，在

不增加投资的情况下，扩大了生产

规模，1989年资金利税率比上年增

长23% ，体现了规模经济的效益。

——打破了产权凝固和隔离状

态，引起了各种关系的相应变化，

使经营权向优 势企业 集中。据对

1 001户兼并企业的统计，已有 相当

于8.3亿元资产 的 1 740台（套）设

备、590多万平方米场地、143万平

方米厂房得以合 理利 用，1.1亿元

风险贷款化险为夷，1.3万名 职工

得到安置。

（摘自《中国经济体制改

革》 月刊第 8期萧英智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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