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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提高我国工业经济效益的路子

汪兴益

我国工业经济的经济效益，从国际上和我

国已达到的一些先进水平来看，效益潜力还远

远没有充分挖掘和发挥出来。以全国预算内工

业企业为例，1979年至1988年十年间，固定资

产、工业产值和销售收入分别平均递增9.7%、

8.3% 和11.5% ；而实 现 利税、上交利税和劳

动生产率分 别 平 均 才 递增7.6%、3.83% 和

5.7 %。1988年同1979年相比，百 元 产值利润

率、百元资金利润率、百元销售收入利税率分

别减少19.28个、5.51个和8.1个百分点。十年

间企业亏损额平均年递增4.9 %。为贯彻落实党

的十三届五中全会精神，保证治理整顿达到预

期目的，促进国民经济长期持续、稳定、协调

发展，我国工业经济必须走“速度效益型” 同

“管理效益型” 紧密结合的路子，在以下几个

方面下功夫。
（一）培植和建立产生结构、产品结构的

新秩序。产业结构、产品结构是否合理，对经

济效益有着直接的影响。从总量上分析，我国

工业产业结构亟待优化。我国加工工业一直增

长过快，而原材料、采掘工业增长较慢，两者

不相适应。在重工业生产中，原材料工业同加工

制造业之比，由1978年 1 ：0.96上升到1988年

1 ：1.67，十年间加工工业每年平均以高出原

材料工业5.7个百分点增 长。1988年 与1987年

比较，采掘工业和原材料工业的产值比重分别

下降0.8% 和1.66%，而加工工业产值比重却上

升2.46%。能源工业 产 值 比 重，1988年也比

1978年减少 4 个百分点左右。如果上述产业结

构是相反的话，那工业经济效益肯定会比现在

好得多。因此，工业生产要取得好的效益，必

须下功夫调整和培植好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
在此基础上，逐步建立和完善产业结构，产品

结构的新秩序。就一个地区而言，应该根据国

民经济总体发展规 划 和需 要，从本地实际出

发，对原有不合理的产业、产品结构下决心进

行调整，对那些技术先进、消耗低、效益好的

产业和产品，要进一步增加其结构比重，对那

些技术落后，原材料、能源消耗高，劳动生产

率水平低，产品质量差，盈利少甚至亏损的企

业或产品，要下决心采取行政和经济等措施，
有计划的实行 “关、停、并、转” ，或参加以

先进大企业为中心的经济联合体和企业集团，
促使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技术结构逐渐向合

理化、系列化和一体化的目标迈进。
（二）科学地强化经济预测和决策。随着

商品价格的逐步放开，社会分工日益深化，经

济活动的空间日益广 阔，地 区 之 间、企业之

间、部门之间的联系日益复杂，如果信息不灵

或者有误，缺乏对客观事物未来发展的科学预

料、分析、判断和推测，将会给企业带来不可

估量和无法弥补的损失。据调查，我国大中型工

业企业由于经济信息失灵，盲目生产，造成积

压的产品占总 产品18% 左 右。1989年 1 至10

月，全国预算内工业产成品资金月末占用额比

上年同期猛增67.5% ，比当年年初多占用资金

208亿元，这与市场信息不灵有很大关系。我国

实行对外开放以来，全国10多个省市用外汇引

进了140条妇女卫生巾生产线，但由于重复建设

和需用外汇进口零件，导致近百条生产线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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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生产或半停产状态。因此，千万不可忽视

及时、准确掌握市场信息的作用，务必要注意

经济预测和决策的正确性。
（三）实现资金投入与产出效果的良性循

环。目前，我国生产力水平还比较低，社会物

质条件还相当匮乏，财政也极为困难，资金供

需矛盾十分突出。因此，要强化对投入与产出

的边际效益研究，以便用较少的投入取得较好

的经济效果，最大限度地挖掘投入与产出的潜

力，真正做到投入资金大增殖，产出效益大提

高，国家与企业大增收。据有 关 部 门 统计，

1979年至1988年十年间，全国预算内工业每年

平均增加的实现利税总额占每年平均增加的固

定资金和流动资金总额的13.06% 。1988年我国

建成投产的56个大中型项目，实际投资额比概

算投资额超支42.5%，56个项目投产以后，有

三分之二的项目生产能力利用率在70%以下。
要实现投入与产出的良性循环，必须建立和严

格执行有效的投入与产出责任制度。对投入的

资金与项目必须经过科学论证和筛选，择优扶

持投入。同时，所有企业都有责任和义务提供

真实情况和资料，坚决反对弄虚作假。要在工

业企业中推行和采用先进技术，提高技术装备

水平，充分挖掘企业生产能力。企业要尽可能

地节约物化劳动，杜绝各种浪费，努力提高设

备利用率，实现增产、优质、低耗。
（四）采用先进的生产和管理方面的科技

成果，挖掘企业经济效益的内在潜力。我国每

年推出的科技成果有一万多项，不少成果堪称

世界一流，但由于种种原因，90 % 的成果未能

及时被生产单位转化为生产力。为改变这种状

况，使科学技术为发展工业生产服务，提高经

济效益，必须重视科学技术的广泛运用，积极

采用经济效益高的新技术、新设备、新工艺、

新材料。尤其是在实行对外开放的新时期，要

注意搞好各种先进技术的引进和消化，优先推

广那些紧密结合生产、量大面广、工艺成熟的先

进技术。在推进技术进步的过程中，必须从各

地各单位的实际出发，在有关部门的统一计划

指导下进行，分 别 轻 重 缓急，分期分批地进

行，切不可各行其是，一哄而起。对大中型企

业的技术改造和技术进步要更为重视，因为大

中型企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与作用。1988年全国大中型工业企业在全部独

立核算工业企业中，固 定 资 产 占65.6%，工

业产值占50.4%，实现利税和上交利税分别占

62.8% 和68.7 %。同时大中型企业还集中了一

大批科技人员和畅销产品及骨干产品，大中型

企业技术先进，基础厚实，既是国家的 “摇钱

树” ，又是稳定经济的 “大本营”。但大中型

企业总产品中相当于国际上60年代以前水平的

产品还有40% 左右，这本身说明大中型企业技

术改造和产品更新换代及经济效益方面大有潜

力可挖。因 此，所 有 企 业，应从实际情况出

发，制定出正确的技术改造和装备的政策，拟

定本企业近期、中期和长期技术改造和设备更

新的全面规划，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技术设备

和生产工艺的改造和革新，培植良好的物质技

术基础，以保证工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不断

提高。
（五）建立和强化经济核算体系。我国许

多企业经济效益之所以不高，除了组织结构和

产业结构不够合理外，忽视经济核算，经营管理

落后，企业潜力未充分挖出来是一个重要因素。

1988年全国预算内工业销售收入利税率与1979

年相比下降21.2 %，1989年 1 至10月又比上年

同期下降11.7%。可比产品成本超支率1985年

达7.5% ，1988年上升为15.5%，1989年 1 至10

月猛升为21.1% ，超支额高达786亿元。亏损企

业的亏损额1988年比1987年上升40.63% ，1989

年 1 至10月又比上年同期上升1.35倍，亏损面

也比上年同期扩大34.6 % 。这在客观上说明企

业内部潜力和弹性都相当大。因此，必须强化

企业经济核算，改善经营管理，挖 掘 内 部 潜

力。提高经济效益乃至社会效益。要在现有企

业内部建立自下而上、自上而下的各种经济责

任制，适当划小核算单位，推行车间、班组独

立核算；结合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健全企业内

部各种定额管理制度，计量验收制度、成本考

核制度、物资保管制度、内部分配制度以及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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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和财务管理制度等。推行工资总额同经济效

益挂钩的办法，从根本上避免企业 吃 国 家 的

“大锅饭” 和职工吃企业的 “大锅饭”。全面

完善和强化企业的各种生产经营机制，广泛开

展双增双节，狠抓扭亏增盈，严格执行各种财

经纪律和财务规章制度。
（六）切实加强宏观综合调控。宏观管理

稍有失控，对经济效益的影响 就 难 以 估计。
1988年全国社会总投资比1981年增长3.5倍，而

同期国民收入才增长近两倍，1988年与1978年

相比，现价国民生产总值增长 3 倍，而居民收

入增长5.5倍。1984年 到1988年 银 行 贷款平均

增长24.6%，而同 期 社 会 总产值平均才增长

14.8%。1984年至1988年社会总投资中，预算

内投资平 均 增长3.5% ，预 算 外投 资则增长

30%，这种投资状况，对国民 经 济 持 续、稳

定、协调发展是不利的，必须尽快改变这种状

况。一要严格控制基本建设投资规模，加快技

术改造和技术进步步伐。基本建设投资要坚持

量力而行，把有限的建设资金尽可能用在促进

技术改造和技术进步的刀刃上，把少投入早产

出、多产出真正落到实处。二要严格控制各种

消费基金的膨胀，加快理顺国家与企业利益分

配关系的步伐，并要将消费基金增长不能超过

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作为一条硬杠子卡死。企业

留利主要用于扩大再生产的规定务必兑现，国

家与企业利益分配必须有规范化与科学化的分

配机制。三要严格控制物价上涨，加快理顺产

品之间的比价关系。正确处理计划经济与市场

调节的关系，对于主要的生产资料和原材料及

物价管理权限，该集中的坚决集中，可下放的

尽量下放，宏观和总量上的平衡天平必须把握

准确。通过宏观调控，将各种产品之间的比价

尽可能定得合理一些，为企业提高经济效益创

造平等的竞争条件和外部环境。四要严格控制

信贷规模的膨胀，加快大中型骨干企业和集团

式企业提高经济效益的步伐。信贷资金的总量

必须要有适度的节制，绝不能寅吃卯粮。在控

制总量中，调整信贷结构，择优扶持，适度向

大中型骨干企业倾斜，促使大中型企业挖掘内

部潜力，以便充分发挥其骨干作用。同时要按

照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扶持和发展有前途的

集团式企业，把生产力有效地组合起来，以便

通过社会化、规范化和科学化的管理手段，进

一步挖掘企 业 节 约、节支、节 耗、增产、增

销、增收的巨大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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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是农业大省，
是全国重点商品粮基地

之一。自1987年起，国

务院对我省实行了粮食

购、销、调及财务包干

办法，我省粮食定购基

数约占全国合同定购任

务的十分之一。由于合

同定购基数大（我省粮

食合同任务没有包给市

县），合同损失率已由

1987年的18.1% 上升到

1988年的32%。在粮食

销售上，由于我省吃商

品粮人口比重较大，加

上平价出口任务，一年

粮食收支缺 口 9 亿 公

斤，需省里买议价粮转

为平价销售，粮食购销

矛盾十分尖锐。加之近

几年粮食收购连续提价

和银行利率调整，进一

步加大了粮食企业的亏

损，仅1988年全省财政

用自有财力弥补粮食的

超亏超支额即达 36 900

万元。粮食问题已成为

左右我省财政形势、严

重影响财政预算平衡的

突出问题。面对我省粮

食工作的严峻形势，省

委、省政府极为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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