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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广西壮族 自治 区技术改 造问题的探讨

黎灼仁  叶 锦棠

近几年来，广西对现有企业进行了技 术改造，取

得了一定成效。全区1981年—1984 年全民所有制更新

改造措施共完成投资 额 17.65 亿元，新 增固 定 资产

13.43亿元，平均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为76.1%。100万

元以上的施工项目（按年度汇总，有重 计 因 素）687

个，投资8.94亿元，占全部技 措投资的50.7% ，已全

部建成投产的项目有179个。但是，从总体上看，广西

企业技术改造的步子迈得不大，现有企业技 术落后、

设备老化的状况还十分严重，加 上企 业管理跟不上，

导致产品质量差、耗能高、 劳动生产率低、资金税利

率低，不能充分发挥现有企业的 作用，很难适应振兴

广西经济的需要。如何加快现有企 业 技 术改 造的步

伐，争取在“七五”期间基 本完成对现有企业，特别

是大中型企业的技术改造，以便推进技术进步，提高

企业素质，充分挖掘和发挥企业的潜力，为广西经济

尽快翻身奠定良好的基础 ， 这是广西经 济工作面临的

一项紧迫任务。

要完成 “七五”期间的技改任务，我们认为：

首先，必须明确投资方向。经过三十多年的经济

建设，社会主义物质基础已经有了相当的规模，对固

定资产的投资应当从外延扩大再生产 为主转向内涵扩

大再生产为主，这样可以尽量利用原有厂房设备公用

设施，充分挖掘企业的人、 物、 财的潜力进行技术改

造，它比新建厂投资少，工期短，投产 早，成本低，

资金回收快，效益大。在老企业技术改造中，它不仅

限于替换和补偿原有的生产能力，而且是 在简单再生

产的基础上包含着内涵扩大再 生产。近年来随着科学

技术的不断发展，不少老企业在改造老设备或 增添先

进设备的同时，相应地拆除破旧危险的厂房或者扩建

新的厂房，技术改造逐步有与改建扩建 相 结 合 的趋

势，使企业的潜力得到很大的发挥。例如，南宁毛纺

厂利用原有厂房，购进毛纺设备，建成二条毛纺生产

线2，800锭，后来 又进行扩建，技改贷款投资400多万

元，三年半，共实现税利 1，357 万元，相当 于该厂建

厂十一年税利总和的7.26倍。因此，“七五” 期间固

定资产的投资方向，应主要放在内涵扩大再生产上，

把资金使用的重点，安排在现有企业的技 术改造和改

建扩建上。而技术改造投资的方向，应主要投到先进

技术、先进工艺、先进设备方面，以提高产品质量和

性能，发展新品种，降低消耗作为技术改造的主攻目

标。

其次，统筹安排建设资金，提高技改投资的比

重。对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资金，本着先技改、后基

建的顺序进行统筹兼顾，全面安排。“七五”期间的

固定资产投资，除了有计划地新建能源、交通和原材

料等重点工程和少部分用于 新兴产业外，其余的投资

应当大部分用于技术改造。从广西的情况看，技改投

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应由目前的 32.36% 提高到

50% ，这样，一年的技改投资就可增加 3 亿元左右。

也就是说，要大大压缩新建，多集中一些资金用于老

企业技术改造和改建扩建。同时，对用于技术改造的

各个渠道的资金，如财政拨款、银行贷款、企业自筹、

国内外投资等等，也要统筹安排。财政拨款、银行贷

款应当重点放在对国民经济全局有重大 影响的大中型

骨干企业，使这些企业通过技改对出口创汇或带动其

他企业的技改发生良好的作用。

第三，想方设法扩大技改资金的来源。要 增 强

企 业 自 我 改 造 和自 我 发 展的能力，一是适当提高

企业的税后留利水平。目前，大中型企业留利水平，

一般低于小型企业，而技改任务又较繁重。因此，对

经营管理好，贡献大，而留利水平低，技术改造任务

重的大中型企业，应适当调减调节税；二是有些重点

行业（如机械、电子工业）的技术改造要先行，应适

当提高这些行业的固定资产折旧率。对减征的调节税

和提高的折旧基金都应留 给 企 业 用于技术改造。此

外，还应从以下几 方面扩大技改资金的来源：1.增加

财政拨款。财政实行“划分税 种、核定收支、 分级包

干”的管理体制，调动了各地区增产增收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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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生产发展和经济效益 的提高，地方机动财力是逐

年增加的，其安排工业投资也应增加，并 且 绝大部分

要用于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在 资金使用上从无偿改

为有偿，收取一定的占用费。2.扩充吸收存款，逐步

增加银行贷款。战后日本经济出现持续高速增长所需

的设备投资，其中一个重要来源是不断增加的个人储

蓄。目前我国人民收入日益增长，通过扩大储蓄增加

技措贷款是有可能的。技措贷款应实 行择优发放的原

则对产品质量好，有销路，而原 材料 和能源都落实的

企业，应优先贷给所需技改资金。3.积极扩大出口，

换取更多的外汇资金，自治区增加的创汇分成，应有

一部分用于企业技术改造，4.发展企业 之间的横向联

系。在自愿互利的原则下， 提 倡先 进地区的企业或科

研单位，以资金和技术帮助民族地区的 企业进行技术

改造，以提高产品质量、 性能， 或者共同 开发某种新

技术、新产品。

第四、 要加强宏观管理和综合平衡，把调动各地

区、 企业搞技改的积极性与加强宏观管理结合起来。
为此：1.要制定全区和各行业 “七五”期间的技改规

划。规划必须在深入调查研究，总结过去经验的基础

上制订，要切实可行，但起点不妨高一些，有些项目

要瞄准发达国家的先进 水平进行设计。规划确定后，

各地区和企业单位应按照执行，避免各自为政，盲目、

重复建设，造成损失浪费。2.建科立学决策程序。企

业在确定项目之前，应进行市场调查，掌握足够的信

息，进行科学预测。对产品的质量、 规格、 制造的技

术水平，市场的供应，建设的规模，资金的来源等等，

进行分析研究，各种条件具备后才能进行申请，并提

出可行性报告。 主管部门要组织专家 进行论证，对审

查结果签字负责，然后提交 决策机构（政府主持的由

计委、经委、 财政、 税务、银行、 物资 等 单位组成）
进行审批。3.把技术改造 纳 入国民经济计划， 搞好物

资、资金、外汇的综合平衡。按照钱 物结合的原则，

技术改造项目纳入计 划内所需的钢材、 木材、 水泥，

应予保证。属于指令性计划内的，按牌价供应；属于

指导性计划的，按国 务院规定的浮动价供应 ，引进先

进技术或设备需要的外汇，也应得到适 当解决。在制

订年度国民经济计划时要充 分考虑技术改造所需要的

资金、 物资和外汇，做到统筹兼顾，妥善安排。4.建
立技改项目责任制。对重大的项目的设计、 上报、审

批、 贷款等各个环节都要认真审查，由项目负责人组

织实施。办得好的，给予表扬和鼓励；办得 不 好或不

负责任造成严重损失的，要承担责任，做到奖罚分明。

5.运用经济杠杆，支持和促进技 术改造。对企业采用

新技术，试制新产品，应在各方面给予照顾。如在税

收上，对试制新产品给予免征产 品税（增值税），引

进先进技术所需进口的机器设备等减免进口关税、工

商税（增值税）；在财政上，对用银行贷款引进外国

技术改造老企业，确有经济效益，但还贷时 间长，企

业难负担的，可以考虑给予贴 息或垫息；在贷款上，

可以考虑对某些技改项目适当降低利率，以资鼓励。
对于假借技术改造之名，搞盲目、重复 建 设，扩大长

线产品生产的，不但不能支持，而且要加以限制。

第五、实行专户储存。为了保证技改资金不被挤

占挪用，企业应在银行开设 “技术改造资金”专户，

对企业提取的更改资 金、 生产发展资金、新产品试制

费以及国家给予企业技术改造方 面的 减免税， 均应存

入银行， 实行专户储存，监督合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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