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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 好 技 术 改 造

  提 高 经 济 效 益
甘肃省经济委员会

近几年来，我省工交部门和企业以提高经济效益

为中心，以改造工艺设备、采用先进技术为手段，以

提高质量、降低消耗、扩大名优和短缺产品生产能力

为主攻方向，狠抓现有企业的 技术改造，取得较好成

绩。1981年到1984年，全省对技术改造总投资40，063

万元，其中拨款占38.4% ，贷款占51.6% ，自筹占15%

（不含中央在甘企业，下同）。四年间 完成10万元

以上的技 术改 造项目634个，新增产值69，332万元，

新增利税13，588万元，投入产出比为 1 ∶ 1.73，投入

利税比为 1 ∶ 0.34。其中，省电 子公司投入产出比达

到 1 ∶10.2，投入利税比是 1 ∶ 0.92，居全省首位，

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

通过几年的技术改造，对改 善 现 有 企 业技术素

质，增强竞争能力，促进全省工 业稳步增长和经济效

益的不断提高起到了明显作用。一是促 进了全省工业

持续稳步地增长。我省1981年到1984年，新增工业总

产值17.9亿元中，通过技术改造增加的占38%。二是

提高了产品质量，开发了一批具有竞争能力的新产品。

四年间，全省创省部级以 上 优质产品717种，开发新

产品1，250多种，并有16种达到或接近国际七十年代末

八十年代初的水平，有85种达到国内先进水平；1984

年，新优产品占全省产品总数的30% 以上。三是降低

了能源消耗。以工业窑炉、 工业锅炉、 供热管网及落

后的生产工艺线为重点，全省进行了节能技术改造，

四年间共形成节能能力62万吨标准煤。1984年每万元

产值能耗比1983 年降 低 0.77吨，合成 氨能耗、 电解

铝耗电、 发电耗标煤、大水泥耗电、 电解铜耗电等13

种耗能指 标 达到全国先进水平。兰州钢厂650轧钢加

热炉，通过改造，进入特等炉行列，每吨钢坯油耗由

103公斤下降到45公斤，已节油22，000多吨，价值276

万元，是改 造 投资的4.25倍。四是为企业的发展积蓄

了后劲。通过技术改造，不仅使企业当前受益，更重

要的是改变了技术落后状况，提高 了技术素质，使企

业在新的起点上进一步 发展。省电子工业公司引进改

造12条生产线，新增14 个品种，主要产品电视机、高

频头、集成电路的产量比改造前增长 1 —14倍，产品

质量也有较大提高。

我省技术改造取得一些成绩，是 全省工交部门和

企业认真贯 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推进

企业技术进步，走改 造挖潜之路的结果。我们主要抓

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扶持一批企业调整产品结构，转产适销对路

产品。对于装备落后、技术水平低、产品性能差、没

有销 路的企业，我们 拿 出 一 部分资金，有重点地扶

持，使其转产适销对路的产品，迅速扭转了生产被动

局面。稀 土 公司、震旦皮革、美高皮鞋、平凉地毯纱

等16户企业，转 产前累计亏损13，000万元，转产后每

年可新增产值2，474万元、 利税379万元。

二、抓重点骨干企业的技术改造，扩大了短线产

品的生产能力。为满足人民对轻 纺产品的需求，活跃市

场，我们把三 分 之一以上的更改资金投入轻纺工业的

技术改造，使主要产品 生产能力有较大幅度增长。毛

纺织品、啤酒、塑料制品、 制革、 造纸、油墨、 制鞋

等产品产量，比改造前翻了一番。同时集中相当一部

分财力、物力，抓了短线原材料工业的技术改造，使

钢材、铁合金、铝、 生铁、水泥、平板玻璃等产品的

生产能力有较大幅度提高。

三、广泛开展内联外协工作。围绕重点行业和企

业的技术改造项目，我们打破部门、 地区、 所有制界

限，促进企业进行联合协作，并组织科研单位搞难题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攻关，保证这些项目的顺利投产。我省采取灵活多样

的方式，先后同20个省、市、区和 5个中央部门建立

定期或长期的技 术 协作关系，签订经济协作项目460

多项；请进技术咨询指导人员220多人次。通过内联外

协，引进了沿海地区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

四、制定推进技术进步的具体政策，推行技术改

造项目承包责任制。1984年以 来，省 里 先后制订了

《 关于改进企业技术进步管理工作的若干暂行规定》

和《 关于推进国营企业技术进 步 若干政策 的暂行规

定》 ，放宽技术改造项目审批权限，制定了与上述两

个文件相配套的优质优价、扩大能源和原材料节约奖

范围、提高折旧率等方面的具体实施办法，用政策的

力量调动了部门、地区和企业抓技术进步、技术改造

的积极性。为保证技术改造项目的按期投产，我们推

行了技术改造经济责任制。兰州炭素厂 第四组石墨化

炉改造项目，与主管部门签订了定技术目标、定项目负

责人、定协作关系、定人员责任和包投资、包工期、

包质量、包经济效益的“四定四包”责任书，在厂内

层层分解落实，明确了各层次及各种人员的责任。该

项工程提前竣工，各项技术指标达到预定要求。改造

后电耗下降17% ，每吨石墨电 极节电900度，优质品

率达到100% ，产量也提高20%。

五、编制三年规划，加强对技术改 造的宏观指

导。省里编制了技术改造三年滚动规划，明确改造方

向和重点是抓好三个配套联合，一是优质名牌产品的

横向配套联合，二是优势资 源的 深加工纵向 配套 联

合，三是以大中型企业为依托的辐射配套联合。围绕

全省总体规划，又编制了行业的三年规划。通过滚动

规划，把有限的人力、财力、物力集中到有计划、有

系统地进行技术改造的轨道。

六、加强对技术改造工作的领导。各地区、各部

门建立健全了负责技 术 进 步 工作的机构，配备了力

量，把技术改造工作列入 本地区、本部门重要议事日

程，经常检查督促，帮助解决问题。同时，在技术改

造上实行目标管理，每 年都 提出一 个明确的奋斗目

标，列入经济责任书，作为硬指标下达到部门、地区

和企业，做到了技术改造工作层层有人抓，项项有人

管。

为了进一步提高技术 改 造的 经济效益，我们认

为，今后技术改造工作应注意以下几点：

一、要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牢固树立资金周

转观念、信息观念和投入产出观念，做到投入少，周

期短，产出多，效益好。坚持技术的先进性，有条件

的企业要尽可能采用七十年代或八十年代的国际先进

技术。

二、要以提高产品质量、增加品种、降低消耗为

主攻方向，不片面追求生产能力的扩大。要大力压缩

技术改造项目中的土建和外延部分，紧紧围绕提高质

量和降低消耗这两个关键问题进行改造。

三、抓好重点企业和骨干产品的改造。今后技术

改造的重点，要放在关系国 民 经济 全局的大中型企

业、承担出口任务的企业和能充分发挥地方优势的骨

干产品上。对确定的重点改造企业和产品，要制定优

惠政策，在资金、原材料安排上给予照顾。

四、在项目安排上坚持 “五个优先”。一是投资

少，效益好，见效快的项目优先；二是关键设备，先

进工艺，检测仪器，提高技术水平的项目优先；三是

利用外资，有出口换汇能力的项目优先；四是企业有

自筹、还贷能力的优先；五是上优质名牌产品、节能

等社会效益好的项目优先。

五、把技术改造和扩散联合结合到一起抓。发展

横向经济联系，搞好扩散联合，是振兴地方经济的一

条重要措施。为了引导扩散联合向纵深发展，必须把

扩散联合同技术改造以至整个技术进步有机地结合在

一起，统筹规划，全面安排.大中型企业不仅要向地方

企业和乡镇企业扩散零部件和产品，而且要扩散先进

工艺、先进技术，努力使地方企业通过扩散联合，在

技术上也有大的提高。

六、抓好项目竣工投产验收。要严格按照“四定

四包”的内容进行有组织的验收。验收要坚持标准，

生产能力、投入产出比、经济效益等各项经济技术指

标，都要达到设计要求.要切实做到奖惩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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