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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企业技术进步  为发展国民经济服务

龚 师

对现有企业进行挖潜、更新、改 造，可以大大提高

劳动生产率，扩大生产能力，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为

了促进企业的技术改造，1979年至 1983年国家财政预

算安排用于企业挖潜、更新、改 造的资金有 140多亿

元。这些资金大都用在了国家重点更新改造项目，其

中有 25 % 用于节能项目， 14.5 % 用于煤炭行业的改

造，14%用于轻工行业的改造. 13 %用于原材料工业

等方面的改造。同时，国家财政还采取了不少措施。

1983 年国务院批准首批进行改造的机 械、电 子 行业

550 户重点企业提高折旧率 1 %，并对 32 户酸碱重点

企业以及上海市 工 业 企业按分类折旧 年限调整折旧

率，平均提高 1 %。1984年又适当对机械、电子行业

500户重点企业和全国重点 酸 碱、有色金属、冶金等

企业，天津市的工业企业和邮电 部直属的通信企业提

高了折旧率。并对促进企业联合。发展名牌产品的项

目，沿海及重点城市引进技术和设备、节能机电产品

的制造和推广，以及社会效益大、企业不受益或受益

少的项目，实行了贴息贷款，由国 家财政拨专款用于

贴息。

上述这些措施，不仅增加了企业更新改造的资金

来源，加快了企业技术改造的步伐，而且提高了企业

的素质，增加了效益。经过几年的技术改造，共完成

节能项目2，300多个，每年可节约标准煤 2，000万吨；港

口吞吐能力增加 1，300 吨；钢铁生产能力增加近1，000

万吨，对保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起了重要的作

用，取得的成绩也是显著的。黑龙江和湖南两省，从

1980年到 1982 年安排技术改造项目 8，16 3个，投入资

金369，845万元，其中国家拨款 55，141万元，省财政拨

款 47，509万元，到 1982 年末，已投产项目新增产值

506，623万元，新增利税 110，933万元。辽宁省1979年

到 1983 年，有 552个百万元以上技术改造项目竣工，

平均每元投资新增产值2.1元，新增利税0.5元。湖南

省近几年已投产的技术改造项目的新增产值，占全省

新增工业产值的60.5%；辽宁省仅 1983年投产的技术

改造项目占全省当年地方全民 所有制工业新增利税的

67.5%。通过几年的技术改造，这几个省的轻纺工业

也得到迅速发展，市场上长期紧缺产品的生产能力成

倍增长，质量也有很大的提高，扭转了某些日用消费

品供不应求的局面，使轻重工业的比重得到了合理的

调整。几年来，黑龙 江省共 开发新产品、增加新品

种、新花色 12，600多种，其中有 41项被评 为国 家优

质产品，有 154项被评为部优质产品。湖南 省从 1980

年至1983年对 2，000多个企业进了不同程度的技术改

造，更新各种陈旧设备 13，000余台，有37个产品获国

家金银奖、113个产品获国家优质奖。辽 宁省在技术改

造中应用科技新成果，试制成功 12，700多个新产品，

其中有 5，058个产品投入批量生产，其中接近和 达到

国际同类先进水平的有 228 个。1979年以来有 181个

产品荣获国家金银奖， 572个产品荣获部级优质产品

奖。全省每年从节能技术改造中节约标准煤 120万吨，

节约的能源可以创造28亿元的产 值。1982 年 以后，

全省轻纺工业以10%的速度递增，社会购买力 与轻纺

商品的供应量基本持平，满足了市场需要。

总的来说，近几年来的技 术改 造 取得了显著成

绩，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有些企业的更新改造资

金没有真正用在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 上，而 作 了 其

他开支。二是有些项目由于事前可行性研究不够，经

济效益不好。有一个灯泡厂 从 日 本引进日光灯生产

线，总投资 1，600万元。因事前没有考虑到国内原材

料，燃料及其设备配套问题， 1983年末投产，合格率

只有50%，实际生产能力只相当设 计能力 的 三分之

一，累计亏损60万元。三是有些项目摊子铺得大、周

期长、见效慢。有个日用化工厂的改造项目，建筑面

积比原来的厂房扩大了 10倍，但没有增加多少效益。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中指出：

“增强企业的活力，特别是增强全民所有制的大、中

型企业的活力，是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

的中心环节。”我国城市工业企业提供的税利占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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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收入的 80 % 以上，因此，城市工业企业的生产和

经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能否发挥，对于实现

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和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到本世

纪末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的宏伟目 标，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目前， 根据我国 的实际情况，我们应坚持

改革，加速技术进步，运用世界 新的 技术革命的成

果，引进先进的经济管理方法。改 造 我 们 的传统工

业，武装我们的老基地，把有限的资金投到原有的企

业、原有工业基地的技术改造和改 建 扩建上，这样

做，投资省、周期短、见效快，比起 新铺摊子，效益

要好得多。

1985年，国家财政根据财力的可能，对现有企业

的技术改造将进一步采 取 一 些 新的 措施， 这主要包

括：第一，1985年开始，中央财政将原来集中的30% 折

旧基金不再集中，企业留用折旧基金的比 例，由原来

的50%改为70 % . 其余30 % 由 有 关部门和省、自治

区、直辖市掌握使用，使地方、部门和 企业增强自我

改造和自我发展的能力。第二， 在1983年和 1984 年提

高折旧率的范围以外，今年准备再 选定一批重点行业

的重点企业按分类折旧年限适当提高 折旧率。第三，

支持企业采取融资租赁方式，引进或租入先 进技术设

备，拟将租赁费开支办法改 为全部列入成本开支。第

四， 1985年中央财政将对某些规定的专项技术改造措

施，继续给予一定数额的拨款。我们 相信，这些措施

的实施，必将为企业的技术改 造创造新的条件，使现

有的工业企业在四化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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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推行基本建设投资贷款

钟 明 论

国务院决定，从1985

年起，国家投资的建设项

目，都要按照资金有偿使

用的原则，改财政无偿拨

款为建设银行贷款。凡是

国家预算内安排的建设项

目，不论是新建，还是续

建，不论是有 偿 还 能 力

的，还是无偿还能力的，

一律实行拨款改贷款。这

是基本建设管理体制的一项重大改革，必将对加强基

本建设投资管理起到积极的作用。

我国基本建设投资过去长期实行拨款制度.建设

单位盲目争项目、争投资，花钱敞着口，花多少算多

少.不够向国家要，严重 存在 着吃 “大 锅饭”的弊

病。实行拨款改贷款后，有借有还.不仅还本，还要

付息，提前还清贷款有奖，逾期还款受 罚，把经济责

任与经济利益挂起钩，充分发 挥信贷、利率的杠杆作

用。这样.有利于促使建设单位慎重选 择项目，注重

建设项目的经济效益：有利于促使 建 设单 位加强管

理，树立利息观念、时间观念和投入 产出观念，努力

缩短建设周期，加快工程进度，保证工程质量，节约

建设资金，提高投资效益。同时，由于拨款改贷款在

一定程度上确定了建设单位与设计、施工等单位彼此

间的经济关系，使建设单位可以通过招标的方法，择

优选择设计和施工单位，这就 为推动建筑业和基本建

设管理体制的全面改革创造了条件。
全面推行基本建设投资贷款，是在前几年试点工

作的基础上总结确定的。是符合我国 经济体制改革的

需要的。我们要加深对这项改革的理解和认识，统一

思想，加强领导，互相配合，做好有关的各项工作。

为了保证全面推行基本建设投资贷款的 顺利进行，当

前需要努力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第一，要搞好贷款项目的审查，抓紧签订贷款合

同。对 1985年预算内安排的基本建设，建设银行要认

真调查研究，逐户落实贷款条件和贷 款金额，抓紧签

订贷款合同。对于新建项目，要搞好评估审查工作，

测算投资效益和贷款回收期。如果发 现建设条件不具

备、效益差、确无偿还能力的，应及时向有关部门反

映情况，建议重新考虑项目的决策。属于续建项目，

应着重审查落实概算总投资和建成后的经济效益，核

定贷款总额，确定贷款回收期限。对于有些项目，经

过调查，概算不实的，可以签订临时 贷 款协议，但应

督促建设单位限期补报补批概算。

第二，要抓紧制定地方级基本建设投资 贷款试行

办法。各地要根据国务院的规定，结 合本地的实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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