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逐步建立抑制投资膨胀的自我约束机制。最 根本的

办法是进行银行体制的进一步改革，使各个 专业银行

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 实 体，自 负 盈亏的经济法

人，并且健全和完善中央银行对专业银行信贷活动进

行控制的间接调节手段，保证中央银行的货币 政策能

够顺利贯彻。当然，这不是一下子可以做到的。目前

作为过渡的办法，必须继续坚持中央银行对 信贷投放

特别是对固定资产投资的指令性计划控制，由中央银

行向各省分行和各专业银行下 达 控 制数字，不得突

破。同时，中央银行有必要提高对专业银行的再贷款利

率。贴息贷款也要严格控制，谁投资的项目由谁贴息。

（六）依靠和完善法律手段的调节。在多层次投

资决策结构下，各个投资决策者的决策权限和相互之

间的经济关系，以及投资活动的 基 本 规范和行为准

则，十分有必要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作为各自的行

为准则，以有效地确定各个投资决策者的决 策权限和

行为选择的范围。根据我国目前的情况，一方面要健

全法制，尽早制定预算法，银行法，投资法、企业破

产法等经济法规，这是对固定资产投资进行有效的宏

观控制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坚决纠正

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这样才能保证法律手段

调节的严肃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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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继续狠抓扭亏增盈工作

龚 宗

抓好企业扭亏增盈工作，是提高我国经 济 效益，

促进生产建设事业 发 展的 一 件 大 事。前几年在各地

区、各部门的共同努力下，企业扭亏工 作成效显著，

亏损企业的户数不断减少，亏损额连年下降。1984年

和1982年比较，全国预 算内工 交企业亏损 户 减少6，500

户，亏损额减少45.2%。去年由于 物 价调整等主客观

因素的影响，企业亏损额 大幅度回 升。特 别 是今年一

季度，企业亏损面 又进一步扩 大，亏损 额 继续增加。

全国预算内工业企业亏损户比上年 增加806户，亏损面

从17.4% 上升到19.5%；累计亏损额已占 全年亏损控

制额的46.1% ，不仅没有达到 全国扭亏15% 的 计 划要

求，反而比上年同期增亏32.1%。这个问 题必须引起

我们的高度重视。

从初 步分析的情况看，造成工业 企业亏损大幅度

上升的主要原因，一是有些部门和地区 对扭亏工作产

生了 畏难情绪，认为改革时期 价格因素影响太大，企

业难以 消化，亏损难免，因而放松 了对扭亏增盈工作

的领导，抓得不紧，有的甚至撤 消了扭 亏机构。二是

由于一些企业对燃料、原材料涨价，银行贷 款 利率提

高，工 资改革以 及提高折旧 等因素未 采 取积极措施进

行消化，由盈变亏。三是部分产品 因质次价高或市场

变化，滞销积压。例如 ，辽宁省黑白 电 视机积压 6 万

多台， 全国小化肥 积压 1，000万吨 左右。四 是 企 业经

营管理不善，物质消耗高.在国家考核 的105种原材

料消耗指标中，去年有三分之一是上升的，而 今年一

季度比上年同期上升的达50%。从一些省 市 反映的情

况看，产品 质量差、物质消耗高以 及 滞销积压等主观

因素造成的亏损约占亏损总额的一半左右。

现在全国预 算内国营工业企业一年的亏损 额达几

十亿元，相当于几百个年 上 交 利税1，000万元企业上

交利税的总和。如 果我们的扭亏工作能够 取得较大的

突破 ，那 么远比国家花几百亿元投资建新厂产 生的效

益要好得多。今年是“七五”计划 的 第一年，如果我

们的扭亏工作做得不好或控制不住增亏的 势 头，势必

又 有一部分收益要被亏损企业吃掉。这 样，对经济体

制改革的深入进行和 “七五”计划的实施都 会造成不

利的影响。我们对这个问题要有足够 的 认识，要保持

清醒的头脑。从现在起，各级 财政部门要 积 极协助各

有关部门继续狠抓 企业扭亏增盈工作。

一、对扭亏工作要统一认识，领导重视，扎实工

作。目前有些企业的亏损是难于啃了，但并 不 意味着

是啃不动了，没有“油水”了。我们 的眼睛不能只 盯

在搞基建、上项目上，要仔 细 分 析 亏损的主 客观原

因，树立向亏损要效益的思想。多年来的实 践证明，

对扭亏工作领导抓与不抓 大不一样。从 全国情 况看，

有的省对扭亏工 作很重视，连续 几年保持 了亏损额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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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下降的趋势。就是在增亏幅度较 大的省内，有的地

区由于扎扎实实抓扭亏，企业扭 亏工作也取得了明显

成效。为了提高经济效益，保证 经 济 改 革 的 顺利进

行，各地区、各部门应 该 把扭亏工作列入议 事日程，

切实加强领导。财政部门要深入亏损 企 业了解情况，

经常进行督促、检查、指导，要协同有关部 门 帮助 企

业解决扭亏增盈工 作中出现的新问题。
二、要针对亏损企业的不同情况，分别采取不同

的对策。对亏损企业既要给 压力，又 要给活 力，帮、

促结合。对生产适销对路产品 的 企 业，因 设 备 不配

套、生产批量小等原因 造 成的亏损，应积极 支持企业

进行设备更新、技术改造，上水平，上 产量；对产品

不对路或尚 未定型，而设备技术力量还好，有 条件转

产的企业，要积极提供信息，疏 通 渠道，帮助 企业上

新产品、新品 种，调整产品 结构，促进经 济 效益的提

高；对经营管理 不善、消耗高、浪费大、亏 损多的企

业以 及产品 无销路、边生产边积压 的 企业要限期进行

整顿，实行关、停、并、转。此外，各 地 区、各部门

还要统一认识，严 格执行中央和国务院关于 制 止向企

业摊派的各项规 定：切实减轻企业的 社 会负担，特别

要严 禁对亏损企业和微利企业集资和摊派，为企 业扭

转亏损创造一个良好的经济环境。

三、要努力降低消耗。产 品 质 量 差，经 济 效益

低，是我国经济的致 命弱点，但这也正 是 我 们经济发

展的潜力所在。今年国家考核的105种 原 材料 消耗中

有一半是上升的。从能源 消耗上 看，亿元产 值能耗，

上海是两 万多吨标准煤，而 消耗高的地 区 达25万吨，

剔除不可比 因素仍有很 大的差距。与发达国家比 较，

差距就 更 大，我国亿元国民生产总值平 均 能耗高达20

多万吨标准煤，相 当 于日 本 的6.1倍，美国的2.3倍，

比经济不发达的印度还 高1.7倍。可 见，我们降低消

耗的潜力 是很 大的。降低物耗，企业要 从基础 工作做

起，要建立 健全规章制度，制定科学、先进的 定 额，

严 格领退料制度，加强考核，把降低 消耗 同职工的切

身利益联 系起来。同时要对耗能高的设备进行 技 术改

造。

此外，还要妥善处理积压产品。有关部 门 对积压

产品应进行一次 调查 研 究，根 据 造 成 积压 的不同情

况，对症下药。属质次价高的，要削价处理；属 于 销

路没有打开的，要做好宣传开拓市场；属于 无 法使用

的要坚决报废；属于适销对路。买 方 无 力购买的，要

根据国家有关规 定给予适当 的 扶植。对 有 些 积 压产

品 ，如小 化肥 ，国家已有明 确的处 理规 定，各地要坚

决贯彻， 认真执行。

企业财务

甘肃省抓扭亏增盈

工作成绩显著

邸 工

多年来，甘肃省工业企业亏损不断增加，财政补

贴越来越多，超过了省财力的负荷，严重地制约着全

省经济效益的提高和生产建设事业的发展。因此，扭

亏增盈就成为全省经济工作，特别是财政工作中亟待

解决的一个突出问题。从1983年 开始，省委、省政府

狠抓了企业扭亏增盈工作，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经

济政策，鼓励企业眼睛向内，开展一业为主多种经营，

走挖潜、革新、改造自我发展的路子，不断增强企业

自身活力，经 济效益明显提高。1984年与1982年相

比，全省工业亏 损户数由184户 减为52户，亏损额减

少8，000万元，扭亏71%。特 别是 在1985年 全国工业

企业亏损比上年有较大幅度增亏的情况下，甘肃省的

工业却减亏48.8% ，超额完成全年扭 亏24% 的国家计

划。他们的主要做法是五个坚持。

一、坚持从具体政策上促进企业扭亏。为使企业

的扭亏任务落到实处，省委、省政府组织有 关部门深

入基层调查研究，针对亏 损原 因制定了 7 条 具体政

策，对企业扭亏增盈起了积极的促进 作用。这些政策

是：（1）每个亏损企业都要建立 扭亏责任制，签订

扭亏责任书，对领导干部实行重奖重罚。（2）对有条

件实行承包的亏损企业，进行承包。承包人既可在本

单位职工中挑选，也可从社会上招聘。对承包后按合同

改变了企业面貌，提高了经济效益又适 合做领导工作

的人，可以按干部审批权限正式任 命。（ 3）改革亏

损企业的奖金发放办法。凡完成扭 亏计划的企业，奖

金按规定的指标发放。多减亏部分，提取奖金的比例

可适当高一些，扭亏成绩大、经济效益显著的企业，

上级主管部门可发给一次性奖金，用 于奖励扭亏中有

功的单位和个人。（ 4）实现扭 亏的企业，厂长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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