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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 体 制 改 革

中，国家为理顺各种经

济关系，对价格体系进

行了初步改革。在原材

料、燃料价格上调，化

纤产品价格下降，市场

竞争激烈的情况下，原

材料占产品总成本75—

80% 的纺织工业出现了

困难局面。近年来，北

京市纺织工业通过大力

开展增产节约活动，向

内挖掘潜力，对外扩大

出口创汇，积极消化不

利因素，取得了较好成

绩。1986年北京市纺织

工业总公司出口总额达

5.64亿元， 比1985年增

长19.2% ， 创 汇 1.7亿
美元左右， 比上年增长

8 % 左右；在去年全公

司上交的 2 亿多元利税

中有14.50% 是靠 增 产

节约获得的。

一、自 觉 寻 找 差

距，厉行增产节约

北京纺织工业总公

司主要生产棉布、 印染

布、精粗纺呢绒、毛毯、

毛线及针织衣裤等十几

类纺织产品。尽管该公

司企业管理 有 一 定 基

础，销售利润率等项指

标已基本追上全国先进

地区上海市的水平，但

是，为了更多地消化增

支减利的客观不利因素 ，保 持纺织品价格 的 基 本 稳

定，他们从主观方面积 极 寻 找 自 己 同 先 进 地区之

间的差距。去年 3 月初，该公司派出以公 司 总 会 计

师为首、四个业务处室和四 个行业代表参 加 的 代 表

团，对上海纺织企 业的经济效 益 进 行 全 面 深 入 的

调查。经过分行业、分项目地仔 细对比分析，他们发

现自己的销售利润率虽然只比上海低0.16% ，减利280

万元，然而，剔除客观增利的因素后，属于主观减利

因素达3 326万元。通过学上海，他们认识到，过去存

在的差距被客观优势掩盖了，这种差距说明了提高经

济效益的潜力很大，需要在增产节约和企业经营管理

上下功夫。为了把学上海的行动落到实处，北京市纺

织工业总公司以上海纺织企业坚持用户至上、质量第

一和注重社会效益、 经济效益的思想教育广 大干部职

工，发动全公司11万多名职工，克 服原材料、染化料

紧缺，能源供应不足，劳动力不够，价格上调 以及部

分产品销售不景气的困难，努力挖掘企业内部潜力。

他们在全面推广目标成本、目 标利润管理及进一步完

善内部经济责任制的基础上，在系统内开展了提高经

济效益的大奖赛活动，并选择对增 产节约影响 大的20

个重点挖潜项目作为大奖赛的内容。总公司与企业事

先签订包括挖潜措施、效果、完成期限、负责人的职

责及奖励办法在内的项目承包合同。项 目 完 成 见效

后，经检验合格，由总公司给予单项奖励。奖金由总

公司集中的企业留利中支付。清河毛纺厂4 800锭的毛

纺扩建项目，由于开展大 奖赛 活动，提前竣工投产，

1986年增产39万米紧俏的精纺毛织面料，增加利税275

万元。

在开展经济效益大奖赛的同时，北 京 纺织企业把

节约原材料作为实行目标成本管 理的重要内容， 与经

济责任制紧密联系，实行承包。根据各种产 品生产的

特点，从原材料采购到制成品的各个 环节，各企业都

制订了管理制度和技术措施。在节约原 材 料方面，他

们重点抓了以下几个环节：①采 购。运用价值工程原

理指导原材料采购，在同等质量的原材 料中，选择价

格便宜、 运费少的；在同等价格的 原材料中，选择质

量最好的。②进料。原材料进厂时，加强 检斤验等，

减少浪费。北京第一棉纺 织厂对涤纶产品原料做到全

部逐包过磅，发现问题及时找原 料生产厂解决。北京

维尼纶厂，采取尽量减少包装物中原料残存量、回收

粉尘及浮游 维尼纶纤维等措施，节约原料价值62.7万
元。③配料。改进原料、染化料的配比及配料方法，

降低原材料消耗。北京光华染 织厂把按批一次配料的

方法改为随用随配，大量减少了剩 料废 料。④发料。

在投产前的领发料环节加强管理。北京第一针织厂根

据核算员的建议，实行染化料助剂分班管理，专人负

责，严格按工艺处方磅料，改变过去任意倒料，挡车

工直接磅料的状况，杜绝了浪费。⑤工艺过程。北京

第二棉纺织厂采取控制各工序制成率 及落棉，纺纱中

严格控制偏差、减少细纱断头，合理控制伸长布幅及

成布长度等措施，节约原料价值384万元。⑥下脚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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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充分利用可纺纤 维， 对毛、 棉等原料下脚料实行回

收、加工再用的办法，把好废棉、 废 毛出厂关。

二 、 扩大出口创汇，实现战略转移

近年来，随着 “ 对外开放， 对内搞活” 政策的实

行，市场供求关系发生了很 大变化，外地纺织产品大

量打入北京市场，北京纺织工业总 公 司的产品在首都

市场的占有率，由过去的70—80% ，下降到50—60%。

在这种形势下， 是继续竞争国内市场，还是大力开拓

国际市场，发展出口创汇产品，这对他们是一个严峻

的考验。他们认识到，国家建设需要大量外汇， 轻纺

工业义不容辞有 为国家扩大出口创 汇的责任。他们认

真分析了自己在产品质量和生产能力上的 优 势 及实

力，在开展增产节约 活动时，明确提出1986年要突出

出口，增加出口生产，逐步实现战略转移的指导思想。

为实现扩大出口创汇的战略转移，北京纺织企业

采取了以下措施：①积极提高产品质量，使产品在国

际市场上具有竞争力。在提高产品质量中，重点抓了

提高 出口产品合格率这个关键。北京印染厂加强质量

管理后，出口合格率显著提高，漂白涤棉布出口合格

率提高18.7% ， 纯棉印花布提高34.57%。②调整产品

结构。由于中长纤维产品出现滞销，有的 化纤厂转为

出口纯棉布的生产，有的厂对部 分产品实行减产，重

点保证出口产品的增产。北京第一针织厂在调整产品

结构中将出口产品占产品总量 的 比 例，由1985年的

15% 提高到30%。1986年全公司总产值下降 4 % ，而

出口产品的生产大幅度增长，结束了五年徘徊不前的

局面。③原材料供应上优先安排出口生产。在毛、纱、

坯布及染化料紧缺情况下，按出口合 同 优先 进行分

配，保证出口产品的原材料供应。④节约、代用原材

料。一是改变配比，开发新品种。如为节约毛原料，

将毛纺织物中的用毛比例从60% 以上降为55% 左右。

二是利用代用原材料。北京光华染织厂在保证出口产

品质量的前提下，经过多次试验，采用国产还原染料

代替了进口印地染料。⑤改进出口奖励的分配。总公司

对外贸返回的产品奖，实行统一管理，按合理的比例

分配给纺织厂和印染厂，改变过去以 印 染 为 主 的做

法，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

（本刊通讯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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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搞活 企业  

促进增产增收

田 文生

河北省南宫市财政局在实践中努力 探索新时期理

财工作的新方法，按经营管理型办 财政，积极扶持和帮

助企业搞好生产经营活动， 取得显著效 果。截止1988

年11月底，完成财政收入1 878万元，占地区分配任务

的108.5% ，比上年同期增长28.9%。这 是 该市财政

收入绝对额增长幅度最大的一年。

一、解 “绑索” ， 扩大企业自主权。为了搞活企

业，南宫市财政局认真落实国务院和省政府有关搞活

企业的各项规定，把应该赋予企业的财权和利益真正

放给企业。去年初，他们 主动配合有关部门 ，适当减

免了部分大中型企业的调节税和小型工 商企业的承包

费，提高了企业的税后留利水平；逐步实 行了分类折

旧，增强了企业自我发展能力；监督和制止了各种非

法摊派，减轻了企业的各种不 合理负担。并积极建议

市政府研究制定了对各工商企业的 奖惩办法，规定对

工商企业，按期完成任务者，按年利润完成数额分六

个档次进行奖励；到期完不成任务者按完 成数额占任

务比例分别进行惩罚。这样，有 力地推动了全市各行

各业搞好生产的积极性。截止11月底。全 市有17家企

业超额完成了利润计划，实现利 润493万元，比上年同

期增长36% 。

二、抓 “小贷”，帮 助 企 业 降 低消 耗， 节约能

源。为了促进企业挖潜改造，增强自身消化能力，去

年以来， 市财政部门积极鼓励企业 大胆设想，革新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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