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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国的 具 体 情

况，做好新产品的开发，

加速产品的更新 换 代工

作，对于促进企业的技术

进步，搞活经济，提高效

益，实现党的十二大提出

的本世纪末全国工农业年

总产值翻两番的 宏 伟目

标，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为了支持 新 产 品 开

发、研究和试制工作，近年

来国家在财政上采取了不

少措施，对于鼓励企业提

高生产技术水平，促进产

品的更新换代，加速技术

进步，提高经济效益，填补

国内空白，丰富和活跃市

场，都起了很好的作用。
据了解，上海市机电、纺

织、轻工、手工业等 7 个

局，从1979年以来共开发

试制新产品10，125项，已投入 生产的有6，109项，经国

家有关部门鉴定，有97项属于国际先进水平，482项国

内领先，2，068项为国内首创，获得国家颁发的金质、

银质奖章的产品有100多种。

这几年，国家财政上对新产品的开发、研究和试

制工作是采取多种办法加以支持的。

一是国家财政拨款，保证国家重点项目需要。一

般说，国家批准的有重大影响的科技项目和重大新产

品试制项目，是宏观决策的需要。这些项目所需的新

产品 试制、研究费用采取由国家财 政 拨款 的 办法解

决，对于保证国家的重点建设，促进国家重大的新产

品试制项目的开发，是一个很大的促进。

二是企业的试制新产品费用进成本，国家和企业

共同负担。为解决新产品试制费之不足，对企业试制

新产品不构成固定资产的所需费用和样品、样机以及

一般测试仪器的购置费，除机 械电子行业中的一些重

点企业，因为它们的新产品试制任务较大，又是技术

改造的重点，可以按销售收入的 1 %从成本中提取技

术开发费用外，都允许列入成本。这样做，一可以补

充国家对新产品试制费投资的不足；二可以与企业的

利益直接挂起钩来，调动起国家和企业两个积极性。
从现象上看，有些企业试制新产品的费用列入生产成

本，好象会影响企业的利润和留利，不利于调动企业

的积极性。其实不然，只要进行全面而具体的分析，

就可以明白，试制适销对路的新产品，不论从眼前看

还是从长远看，对企业都是有利的。近看，新产品试

制费摊入成本，因其直接影响到企业产品的总成本和

留利水平，可以促进企业在研制新产品时，加强经营

管理，讲究经济效益，以最小的消耗，取得最大的研

制效果；远看，一旦新产品投产，企业的产值、利润

就会有 较大幅度的增长，企业的留利也会随之增加。
况且，这种办法，负担的大头还是落在国家肩上。

三是调动企业的财力，促进企业搞好新产品研制

工作。这几 年，随着企业财力的不断增长，为了促进

企业搞新产品研制，在财务制度上规定：从企业的利

润留成和税后留利中建立新产品试制基金；明确企业

的生产发展基金、更新改造资金，可以拿出一部分用

于发展新产品试制措施的支出；允许企业把提取的更

新改造资金与生产发展基金、后备基金等以及新产品

试制基金结合起来，用于企业的技术 改造 和 技 术进

步。通过这些措施，有力地推动了企业进行新技术开

发、新产品试制的工作。如上海市机电、纺织等九个

工业局，1983年新技术开发、新产品试制及新技术推

广等的投资中，有 21.9 %是来自企业的财力。

此外国家在税收上对新产品在试制试销期间还规

定了减免税的政策，以鼓励技术进步。

由于国家对开发新产品的资金从财政上采取了多

种措施，应当说，目前资金来源不算少。从实际情况

看，要 进一步搞好新产品开发，光解决资 金问 题不

行，还必须提高认识。1983年，上海市财政局为了推

广科技成果的应用，拨给市建 设 银行1.000万元用于

新产品开发的 低息贷款，贷款期限定为五年，非常优

惠，可是全年只贷出去75万元，直到1984年第一季度

才贷出200万元。这说明有些企业对新产品开发工作的

重要 性还认识不足。因此，各有关方面都要进一步重

视新产品的开 发工作，增 强紧 迫感，搞好部门之间

和各行各业的配合。只 要大家同心协力，将开发新产

品 纳入提高经济效益的轨道，管 好 用 好 这方面的资

金，我国新产品的开发和研制工作，必将得到大大的

加强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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