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促进技术进步  增强企业活力

迟 海 滨

搞活国营企业，特别是搞 活大中型国营企业，是一个重要课题。下 面 我想就财政工作如何支

持搞活大中型 企业，促进技术进 步，增 强 企业 活力等问题，讲两点意 见。

继续搞好体制改革，促进技术进步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增 强 企业 活 力是整个经济体制 改革的中心环节，围

绕这个中心环节，主要应 该解决好两个方 面的关系问题，即确定国家和全民所有制企业之间的正

确关系，扩大企业自主权；确立企业和职工之间的正确关系，保证劳动者在企业中的主人翁地位。
为 了正确处理国家同国营企业之间的分配关系，增 强 企业 活力，企业财务管理体 制 从 1979 年开

始陆续进行了改革。每次改革，都适当扩大 了 企业自主财权，使企业得到较多的 财 力。特 别 是

第二步利 改税，使国营企业1984年税后留利达到313亿元，比 1983 年增加34亿元。这是一笔巨 大

的财力，使用得当，可以办许多事情。但是也有不少企业反映，自主权小，国家放给的权没有得

到。这主要是有些企业主管部门或公司集中得过多，甚至有的公司将税后留利全部留在自 己手里，
对企业实行 “统收统支”，这不符合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原意，不能不挫伤基层企业的积极性。这

种情况应当尽快改变。各地区、各部门在核批基层企业利改税方案时，也应 注意将国家放给企业

的财力放给基层企业。除 此之外，财政上还要采取若 干增强 企业活力的措施。
（一）提高企业固定资产折旧率。目前，我国国营企业固定资产折旧率为4.3%，是偏低的。

财政部 已经制订了《固定资产折旧管理办法》 和《分类固定资产折旧年限表》，先后在全国财政

会议上讨论了 两次，并几次 发给国务院有关 经济部、委征求意见，根 据 所 提意 见，做了多次修

改。这个修改后的方案已上报国务院，待批 准后，逐步实行。如果按提高折旧率 1 % 计算，一年

要减少财政收入五十多亿元。当前，国家财政有困难，需要 办的事很多，要进行重点建设、增加

智力投资、调整工资、改革物价，国家财政的承受能力有 限。提高折旧率只能视国家财力情况，
有重点地分期分批实行。前两年，上海、天 津和一 千户 重点机械、电子、酸碱企业，经过批准，

已先行了一步。今年经国 务院同 意，确定在五亿元的范围内，再提高部分重点企业的折旧率。
（二） 适当放宽技术开发费摊 入成本的范围。为了促进企业技术开发，在原来核定企业利 润 留

成方案时，对有 试制新产 品任务的企业，按利润额的 1 ～ 3 % 核给了新产 品试制基金。这笔基金，
在利改税时 已作为基数核定在税后留 利 中。同 时，批 准550户 机械、电子 企 业 试 行 按 销售收入

1 % 提取技术开发费的办法，原来在成本中开支的费用性科研费和新产 品试制费，改在提取的技

术开发费中列支，不再计入产 品成本。试行两年来，有的地方反映，科研和新产 品试制任务多的

企业，提取的技术 开 发费不够用，不利于技术 进步；科研、新产 品试制任务少的企业，提取的技

术开 发费用不 了，挪做他用，分散 了资金。为 了解决 这个矛盾，需要 适 当 扩大技术开发费摊入成

本的范围。除《国营企业成本管理 条例》 中规定的可从成本中开支的费用 以外，企业为了进行科

研、试制 新产 品和提高产 品质量，购买单台 价值在五万元以下的测试仪器、试验装置和试制用关

键设备购买费，准许摊入成本。数额较小的，可 以摊 入当年成本；数 额较大的，允许企业分三至

五年摊入新产 品成本或全部产品成本。对少数大 企业，必须 购置 单台价值超过五万元的上述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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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设备，报经财政部门批准，可以分年摊入成本。实行此种办法后，停止实行按销售额提取 1 %
技术开发费的办法。

（三）对少数先进企业，准备再让一些调节税。先进企业，近几年来，生产增长快，经济效

益高，上交的所得税、调节税多，贡献大，虽然仍有潜力，但再继 续 增 收的难度大。而落后企

业，潜力大，上交的收入基数小，只要 经营管理工作跟上去，会大幅度增产 增收，得到的好处会

比先进企业多。为 了鼓励先进企业，增加其活力，对调节税率过高，而税后留利 又偏低的少数先

进企业，适当给予照顾。将会同国家经委同地方协商，一户一户确定。
目前，有些地方反映，大中型企业的活力不如小型企业，更不如 乡镇企业。我们对此作了一

些调查研究，从少数企业来看，确实存在上述问题；但分别从大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和 乡镇企业

的整体情况来看，大中型企业的税后留利和工资（包括奖金）均比小型企业和 乡镇企业多。人均

税后留利：交调节税的大中型企业为508元，不交调节税的大中型企业为390元，小型国营企业为

220元，乡镇企业为236元。包括奖金在内的人均年工资：交调节税的大中型企业为889元，不交调

节税的大中型企业为866元，小型国营企业为760元，乡镇企业为757元。为 什 么 大中型企业的活

力不如小型企业和 乡镇企业呢？这里有经济管理问题，也有企业本身工作问题。从企 业 本 身 工

作来说，可能同在不同环境、不同条件下养成的不同素质有关。我到江苏沙州县调查 了 乡镇企业

的发展情况，这个县1984年乡镇企业产值达到14.67亿元，近几年平均每年以28.7% 的速度发展。
乡镇企业，开始都是以集资或借款的办法创办起来的，从创办开始，就是在市场调节的环境下求

生存，求发展。他们没有一点依赖国家的思想，锻炼出 强大的生存能力和旺盛的活力。小型国营

企业，县办的居多，地方政府 在人才、资金和物资等方面给予不少支持。但一般来说，小企业的

生产、销售和物资供应，没有纳入国家计划，多数企业也是在市场调节环境中发展起来的，也锻

炼出较 强的生存能力。而大中型企业多数是国家、部门和地方的骨干企业，生产建设一般都纳入

国家计划，投资靠拨款，生产靠安排，产品靠分配，物资靠供应，长期的这种经营方式，养成一种

依赖的经营习惯，现在进行改革，要在一定程度上在市场调节环境中去经营，求发展，一时还不能

适应 新的经营环境，因此出现活力不够的问题。当然，也还有其它条件的影响。大中型企业在资

金、设备、技术、人才、物资供应等方面都有很大优势，只要 改变旧的经营习惯，学习 乡镇企业和小

型企业那种自求发展的创业精神，扬长避短，潜在的活力就会逐步发挥出来。各级经济管理部门

和财政部门，要引导和帮助大中型企业发挥潜在的活力，不要依靠国家让利、减税来增加活力。

提高管理素质，增强企业活力

增强企业活力，除改革之外，还要提高企业管理素质。我们有不少管理先进的企业，但总的

来说，我们的企业管理素质比较低。中央十分重视这个问题，1982年专门发了 关 于 整 顿企业的决

定，规定用几年时间对企业进行一次 全 面 的 整顿。截至去年11月 底，列入 全 国 整 顿 规 划的

50，565户国营工交企业，已经整顿验收合格的为31，456户，占整顿规划企业总数的62.2%；商业

企业列入整顿规划的167，800户，已经整顿验收合格的100，800户，占整顿规划企业总数的60.1%。
经过整顿，使企业的素质有了明显的提高。近两年来，经济发展步伐加快，经济效益提高，企业

整顿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今年要全面完成企业整顿工作，在深入贯彻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 改革的决定中，紧紧抓住

增 强企业活力这个中心环节，以整党和改革为动力，保质保量地搞好企业整顿，把企业素质和经

济效益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各级财政部门，无论工作怎 么 忙，都要抽出得力人员，配合各级经委

和企业主管部门，认真抓企业整顿工 作，特别是帮助抓好企业财务整顿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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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整顿基础工作，健全经济责任制。基础工作，主要包括定额管理、原始记录和物资计

量。这项工作不健全，生产、技术、物资和财务管理，建立经济责任制，都难以落实，务必要 下

力量搞好。在整顿好基础工作的基础上，把经济技术指标层层分解，落实到车间、班 组，将经济

责任制健全起来。
（二）解决车间吃企业大锅饭的问题。利 改税之后，解决 了企业吃国家大锅饭的问题。但企

业内部吃大锅饭的问题，还未很好解决。特别是大中型企业，车间的规模较大，只搞生产，不管

核算，不搞经营，不利于克服企业内部分配上的平均主义，不利于调动车间和职工的积极性，增

加企业的活力。有一些企业已经试行车间核算内部盈亏，职工奖励 同车间的经济效益相联系，取

得了很好的效果。这项改革，方向是对的，效果是好的，要积极推广。大中型企业都要逐步作到

分厂、车间实行内部核算盈亏，不吃厂的大锅饭。
（三）进一步抓好扭亏工作。亏损企业的整顿，要 把扭亏作为重要内容来抓。为了帮助企业

扭亏，对于工艺技术落后，设备不配套，而 发生亏损的企业，核定的当年亏损，可以提前拨付，

用于技术改造。对小型亏损企业，要加快推行转让或承包经营。
（四）整顿财经纪律。经过前几年的财经纪律检查和整党纠正不正之风，财 经 纪 律 有所加

强。但违反财经纪律的情况还在不断发 生，有的还比较严重，必须大力进行整顿。1.各级经济管

理部门、企业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要对企业加强全 局观念和法制观念的教育，正确处理局部和

全局的关系。我们国营企业的厂 长、经理，应 当首先是国家派在企业的代表，要代表国家利 益，
履行职责，认真执行国家的方针、政策、法律和财经制度；其次才是企业的代表，在国家法律、

制度范围内，通过发展经济，提高效益，谋求企业和职工的利益。2.整顿财经纪律。有违反财经纪

律行为的，都要坚决纠正。企业税后留利，应当按国务院的规定建立五项基金，并严格按规定范

围使用，不能挪用生产性基金发放奖金。企业的各项收入，包括产品浮动价收入、议价收入、对

外服务收入、第三产业收入，都要如数列入 销 售 收 入帐，并依法交纳产品税（或增值税、营业

税）和所得税。今后检查 发现违反财经纪律的问题，都要严肃管理，不仅要全部追回被侵吞的收

入，还要依据税法、成本管理条例和有关制度的规定，处以罚款，并视情节的轻重，对主要责任

者给以行政纪律处分。3.认真贯彻执行会计法。各级经济管理部门、企业主管部门、审计部门、

财政部门和企业领导人，都要 支持财会人员依法履行职责。对财会 人 员 反 映的问题，要 及时处

理。
增强企业活力，从根本上讲，一靠改革，二靠提高管理素质，两者缺一不 可。不搞 改革，企

业吃国家的大锅饭，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分配上搞平均主义，没有管理人员的积极性，没有职

工的主人翁精神，任何科学的管理方法和措施，难以真正落实。只搞改革，不 认 真 搞好 企业整

顿，没有一套科学的管理办法把 改革的措施落到实处，改革的内在活力，也会逐渐消失。邓小平同

志前几年就指出 我国经济工作中的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技术落后和管理落后。技术落后的

问题，已被广大 干部和职工所理解，不少企业都有技术改造、更 新设备、引进技术、培养人才的

规划和设想。对管理落后的问题，虽然也引起了重视，但没有象对技术落后那样被广 泛理解。当

前在“两个落后”当 中，管理落后比技术落后更为 突出，不仅妨碍经济潜力的发挥，也妨碍技术

潜力的发挥和技术进步。先进和科学的管理工作，可 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和 经济效

益的提高。所以 还 没 有 完成整顿工作的企业，要按中央关于整顿企业决定的要 求，认真扎实地

搞好整顿工作。已经整顿验收合格的企业，不要满足于“验收合格”的水平，“合格”只是及格

的意思，是起码的要求。要继续在提高管理水平上下功夫，逐步走上 科学管理的轨道，使管理工

作成为推动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和提高经济效 益的强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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