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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过程中，我省认真贯彻执

行了放开、搞活的方针，

大力推行各种形式的承包

经营 责 任 制，搞 活了企

业，经济持续、协调、稳

定地向前发展，经济效益

明显提高。但是，占全省

预算内工业户数70% 以上

的小型企业，尤其是县级

预算内小型工业企业，由

于原来基础差，底子薄，

实力弱，发展速度很慢，

积累水平过低，多数企业

仍处于微利和亏损边缘，

动荡不定。当前，对小型

工业企业的扶持和发展，

看法不尽一致。有的认为

搞小型技术改造、扶持小

企业的 “小打小闹”，不如

抓大型骨干企业来得快，

效果突出；有的认为扶持

小型企业象搞 “五小”企

业一样，得 不 偿 失；等

等。基于这些认识，我省

不少市县忽视甚至放弃了

对小型、微利微亏企业的

扶持和改造，把原来财政

预算设置用于小型企业技

术改造的 “县办五小企业

留成基金” 挪用于其他支

出，一些市、地、州的技

术改造资金，一般都投入

大中型项目。究竟对小型

工业企业应不应该扶持？

本文就此谈些看法。

一、 扶持小型工业发

展势在必行

我认为，对小型工业企业应当 从历史和现实上予

以全面的分析和估价，扭转对它的某些片面看法，从

国民经济的全局上认识小型工业的重要性。首先，办

好小型工业企业是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

客观需要。从生产力组合关系上看，社会生产力的基

础结构存在着诸多的自然差异，其自身布局是多层次

的。在社会化大生产的条件下，生产分工越细，技术

进步越快，生产力的层次就 越多，差异就 越大。这就

要相应地建立多门类的大、中、小型相配合的工业生

产单位，这是现代化工 业结构的客观要求。诚然，为

了创立支柱性财源，发展大中型工业企业是需要的，

但只顾大中型工业，忽视小型工业的发展，必将人为

地打乱合理的工业结构，造 成不应有的失调。历史经

验证明，发展小型工业有利于充分 利用各个地方的自

然资源、经济资源和劳动力资源，调动 各方面的积极

性，实现各地经济的共同繁荣。从市 场需求来说，随

着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各级各类市场体系逐渐形成，

需要工业部门提供种类繁多的工 业产品；同时，人民

生活越改善，越要求提供花样 翻新的各类商品；尤其

是我国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市场容量大，急需扩大

小商品的生产规模。这就要求工业产品小批量、多品

种，加速更新。而小型工业企业正好有这种“船小好

掉头” 灵活多变的优势。如果 忽 视了 小型 工业的发

展，就难以满足日益发展的市场需求，影 响商品经济

的发展。从我国总体经 济布 局上 考 虑，过 去较长时

期，国家重点项目投资大都 放到内地省份，而现在出

现了新的战略转移，国家把大部分重点项目投资摆在

沿海开放城市，这样，内地省份的重点项目就要相应

少一些。而小型企业投资少、见效快，如果我们及时

投放一定资金把小型企业搞上去，就能补偿大中型项

目进展缓慢之不足，有利于加快整个工业的发展，还

须说明，这些小型企业绝大多数是县级工业，是县级

财政的重要财源，1986年我省小型企业上交的税利约

占县级财政收入的30%；这些企 业多半是劳动密集型

的，可容纳大量的劳动力。因此，扶持小型企业的发

展，使之改变时盈时亏，动荡不定的现状，也是关系

到县级财政摆脱困境，安排 劳动就业的问题。

其次，从目前小型企业的实际情况看，它们主客

观环境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我们不应该再以“五

小”企业的眼光来看待今天的小型工 业企业。一是办

企业的方针变了。过去是围 绕农业办工业，在产品经

济条件下，企业一切活 动 听 命于政 府，主要靠行政

手段办事，所以失去了活力和动力， “五小”企业日

趋老化。而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日益深化，按照商品经

济的模式，围绕市场办工业，使一些企 业很快走上健

康发展的道路。二是企业领导班子智力结构变了。过

去政府委派的企业领导 干部，有许多不是生产经营的

里手。现在由职工推选的厂长，大都是懂技术、 会经

营的管理人才。三是经营思想变了。过去企业固守指

令性计划，原料靠分配，产品靠包销，亏损靠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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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成了等、靠、要的依赖经营思想。现在等不着了，靠

不上了，企业经营思想活跃了，一些企业丢弃了多年

一贯制的老产品，主动 研制 和开 发 适销对 路的新产

品，走上开拓前进、 灵活 经营的新路子。四是经营方

式变了。大部分企业实行了各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

制，经营管理明显改善。所有这些变化都说明，现在

的小型、微利企业已经蕴藏了旺盛的内在活力。

第三，近两年我们扶 持小型工业企 业的 实践证

明， 扶持小型企业，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效果是明显

的。近两年，我省在集中财力、物力安排大中型骨干

项目的同时，每年在省级预算中安排几百万元资金，

采取无息借款，有借有还的办法，安排小型企业“短平

快”技术改造项目，新 品种 的小型 开发，或添置设

备创造横向联合的条件。1 986年安排的69个小项目，

有61个当年见效。

二、如何扶持小型工业发展

当前发展小型工业涉及的问题很多，需 要进行综

合治理。

（一）各级、特别是县（市）一级要加强对小型

工业生产的领导。县（市）级小型 工 业上 接大中型

工业，下连乡镇企业，是一个 启承层次，在县（市）

级经济中处于重要地位。县级小型工业发展快慢，决定

着县乡经济的兴衰和活力，关系到县级财政状况的好

坏。在过去十几年中，我省给小型工业投放七八亿元

资金，但效益甚微，县乡经济发展仍较缓慢。主要原

因是许多县级领导重农轻工，上级考核县级工作也是

以粮食为主，“粮食到了手，一俊遮百丑”，对工业

则是“项目省安排，投资省里来”，一不怕亏损，二

不愁补贴，因而使县级经济走向 “农业大县、工业小

县、财政穷县”的狭窄道路。摆脱这种困境的根本出

路，在于因地制宜地调整县级经济结构，打破单一农

业型的传统经济模式，建立新的经济模型，走上农工

各业协调发展的道路。为此，县级领导要强化工业意

识，适应商品经济的需要着力研究工业经济的发展，

逐个企业、逐个项目地分析考察，由项目安排资金筹

集到投资效益都要抓实抓好，尽快把经济结构调整合

理。这是加速发展县级小型工业的重要保证。

（二）每个地方都应根据本地特有 条件 制定一套

工业发展规划。最重要的是在战略指导思想上来一个

突破，打破旧的经济格局，从本地经济发展的历史基

础和现实条件出发，确立发展步骤。一般县（市）都

有一二十户国营小型工业企业，对 这些企业的发展方

〓、生产规模、开发品种等都应当分别做出规划。制定

规划时要注意外部市场信息，防止一哄而起，盲目投

资。同时，要充分考虑技术进步，目标不能仅仅停在

“救命项目”水平上，每户 企 业都应 有阶 梯发展规

划，力争两三年内把急需的、效益好的技改项目搞上

去，推动技术进步，向高、精、尖方向努力，向“小

型巨人”的目标前进。

（三）紧密结合经济体 制改革，改进企业经营方

式，完善企业内部经营机制。根据各个企业的特点，

采取灵活多样的经营方式，或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

或实行租赁经营，或予以合并。对于那种设备过于落

后，产品没有销路，难以扭转亏损，改造价值不大的

企业，实行关停并转，把有限的资金投放到效益显著

的项目上，然后妥善安排关停企业的人员。这样，从

整体经济效益上考虑是合算的。

（四）建立小型企业技术改造基金。为了适应多

变的市场需求，企业每年都须推出一些适销对路的产

品，随时要搞一些新技术、新工艺。目前考虑小型企

业技术改造的急迫需要，我认为，各级财政部门都应

建立小型技改基金，固定数额，专项使用。资金来源，

或从预算中适当 安排，或 恢 复县 办 “五小”工业留

成。财力较强的地、市、 州可从经济开 发资金里挤出

一部分用于小型工业借款。同时，对各项技术开发和

技术改造资金要统筹安排，配合使用。如财政借款、

银行技改贷款、职工集资、社会集资、新产品开发借

款、星火计划借款等，都应统筹安排。对小型技改项

目要遵循“短平快”的原则，择优安排，重点扶持。

据我们两年扶贫实践，针对我省小型工业特点，应该

侧重支持：①产品更新换代的项目，促进产品适销对

路；②综合利用项目，以提高加工层次，改变原料型

工业结构；③就地取材，发挥地方优势的项目；④各

种联合的项目，促进与大厂的横向经济联合。必须建

立小型技改基金责任制，严格审查技改项目，做好可

行性研究；定项之后要进行跟踪管理，严防失误.要抓

好借款的归还，加速周转，提高资金利用率。只 有抓

好技改资金的借、管、收三个环 节，才能充分发挥资

金效能，加速小型工业发展。

更 正

本刊第11期：第21页左栏倒数第 14行中，“主要”

应为“重要”。第23页右栏第 7 行中， “轮廊”应为

“轮廓”。第 23 页右栏第 22 行中，“状大”应为“壮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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