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品台帐，健全了原始记录，试行产品目标成

本，严格成本结算。经过企业的努力，1983年

上半年同1982年同期比较，产值增长26.5%，
可比产品成本下降4.08%，利润增长41.2%。

三、引导企业把财务整顿的重点放在改善

成本管理、降低消耗上。上海市的工业产品总

成本中，物质资料的消耗占88%，每降低 1 % ，

一年就可减少成本支出2.6亿元。对原 材 料主

要靠外地供应的上海来说，减少物质资料的消

耗，不仅是降低成本的关键，也是增加生产的

重要途径。针对这种情况，在企业 财 务整 顿

中，专管员一直把促进企业改善成本管理、降

低消耗作为重点，具体地讲就是抓好“五率”，

①原材料利用率；②提高产品收得率；③提高

成品合格率；④提高成品等级率；⑤降低在产

品报废率。例如，负责医药工业 企 业 的 专管

员，1982年对18个药厂的306只可比产品 的 成

本进行了分析，发现有128只产品成本上 升，

增加成本的金额达700万元，于是配合 企业认

真分析原因，组织成本评比，努力降低原材料

消耗，提高产品收得率，普遍收到了成效。一

家生物制药厂在专管员的配合下，把每只产品

的单位成本分解为许多小指标进行考核，推动

了工艺改革，改进配方，降低消耗，1982年主

要产品成本都创历史先进水平，全年降低成本

210万元。再如，联系上海手表厂的专管 员，
配合企业在 8 个生产车间144个生产 班 组中，
对各种零件都建立了台帐，使零件废品损失得

到控制，1982年的废品损失比上年降 低近100

万元，1983年上半年又比1982年同期减少废品

损失60多万元。
四、积极参与企业整顿的验收工作，把好

财务整顿的验收关。上海市工业企业整顿的验

收工作，一般是先由企业自查后申请验收，再

由主管部门分项检查评议，哪项不合格，对哪

项进行补课；最后由主管局验收批准发给合格

证。在验收的过程中，专管员积极参与财务整

顿的验收活动。他们把工作的重点放在两个环

节上，一是参加主管部门的巡回检查评议，把

帮、促企业搞好财务整顿的工作，放在正式验

收之前。如负责化学原料工业公司系统的专管

员，从1983年 4 月份到 6 月底，先后同主管部

门一起检查了10个企业，提出了358条改 进意

见，促进企业在验收前搞好了财务整顿工作。
二是坚持验收标 准，严 格 把关。如生产“飞

跃”牌电视机的上海无线 电 十 八 厂，近几年

来，生产发展较快，产品质量 基本 稳定，产

值、利润的增长幅度较大，企业经过整顿，在

预验收时认为基本合格，但在财务管理上还存

在许多薄弱环节，如基础工作不 够 扎实，帐

帐、帐实脱节，影响了成本核算的正确性。专

管员就和主管部门一起研究，认为这些问题不

解决，不能算整顿合格的企业，需 要进 行 补

课。经过企业 5 个多月的努力，改进了财务管

理，达到了验收标准，才发给企 业 整 顿 合格

证。

财务管理

依靠技术 改 造

  产值四 年 翻两番

张源泉  潘禄生  周 麾

湖南省湘潭市针织厂是一 个 拥有1，381名
职工，1，546万元固定资产，能生产经 纬编产

品、人造毛皮和印花、服装等最终产品的中型

企业。1979年至1982年，该厂累计 实 现 产 值

14，535万元，每年平均递增53%，四年翻了两

番多。1983年实行利改税以后，1 — 9月份几

项主要指标的完成情况同上年同期比较，总产

值增长9.3%，质量提高21%，可比成 本降低

3.78%，上缴税利增长37.34%。
湘潭市针织厂为什么能够取得这样可喜的

成绩呢？我们对此作了调查，关键在于该厂狠

抓了技术改造和技术进步。从1978年以来，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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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面对客观形势对企业的严重挑战，在不断提

高企业经营管理水平的同时，发动群众，大搞

技术改造，改善工艺设备素质，挖掘企业生产

潜力，增强企业应变能力，从而为增产增收创

造了有利条件。
湘潭市针织厂在进行技术改造中，主要抓

了以下五个方面的工作：

一、以产品升级换代作为技术改造的中心

内容。技术改造的实质就是产品改造、工艺改

造。湘潭市针织厂在技术改造中，十分重视产

品结构的调整，把产品的升级换代以及进行相

应的设备更新改造，看作是企业自身细胞的新

陈代谢。他们按照纺织产品的销售规律，确立

了“求新、求变、求实”的产品改造方向。在

新产品开发上，按照他们的说法叫作“口里咬

一个，手里抓一个，脑子 里 想 一 个”。早在

1979年，在经编织物获得较大发展的时候，他

们就通过市场调查，获悉纬编织物弹性好，花

色多，产品销路很好，于是把纬 编 织 物 作为

1980年的重要产品进行安排，成为当年全省第

一家生产纬编织物的工厂，而且连续两年产值

大幅度增加。在经、纬编织物销路良好的情况

下，他们又抓住人造毛皮这个新产品，现已正

式投入批量生产。1979年至1982年，该厂研制

成功新产品11个、新品种60个、底色200多个。
二、把设备的填平补齐作为挖掘生产潜力

的基础环节。湘潭市针织厂为适应产品升级换

代的需要，把技术开发成果同形成新产品的生

产能力衔接起来，他们先后在织造、染色、定

型等工序工艺上进行了一系列的工艺革新和设

备改造，先后自制了十几台中小型设备，解决

了新产品增产中设备不配套的困难。过去，由

于没有后处理设备，毛坯布需送外厂加工，每

公斤坯布加工费高达 5 — 8 元，而且生产周期

长。自制染色机后，毛坯布就不用再送外厂加

工处理了，仅此一项，每年就可省下375万元。

三、 引进新设备与改造利用 旧 设 备 相结

合。湘潭市针织 厂 为 加 快发展化纤针织新产

品，需要引进国外先进设备。他们坚持“立足

本厂，为我所用”的精神，在尽可能改造、利

用、自制配套设备的基础上，只引进国内不能

生产的关键性设备。目前经编、纬编两条生产

线的主机设备，引进部分仅占17% ，同时有不

少设备的维修配件是该厂自己设计制造的。这

样不仅节省了外汇，而且有利于提高我国轻纺

工业的技术水平。
四 、向生产的深度进军。技术改造促进了

生产的发展，要做到增产增收，还必须提高经

济效益，向生产的深度进军。湘潭市针织厂采

取了三项措施：一是狠抓质量管理。1979年以

来，随着产品的调整，他们针对薄弱的工艺环

节进行技术改造，做到标准化、系列化生产，

不断提高产品质量。1 982年上半年，为了解决

经编织造的质量问题——隐横条，组织力量对

经编机送经部分的减速箱作了改进，对操作人

员也要求严格按标准进行工作，有效地减少了

“隐横条”现象，使质量稳步上升。二是抓综

合利用，化害为益。该厂在改造生产条件的同

时，也十分注重劳保设 施 的 改 善。他们采用

“密填”等新技术，对污染环境的锅炉进行改

造，增添消烟除尘装置，保护了生产环境，每

年少支出超标排污费38，400元。三是抓节能降

耗。该厂采取了一系列制止能源跑、冒、滴、

漏的措施，如在变电间装配了电容器，在生产

车间、仓库和家属宿舍分别安 装 了 电表和水

表，对耗电较大的热定型机采取了保温节电措

施，在染整车间安装了余热水回收设施等。这

些都为工厂节省了不少开支。

五、严格掌握技术改造政策，确保国家得

大头。为了使技术改造对国家有利，湘潭市针

织厂在安排技术改造计划时，充分发挥现有设

施的作用，把投资重点放在工艺设备的更新改

造上，不搞外延的扩大生产规模。并且尽量少

搞土建，把每个项目的土建工程量严格控制在

项目投资总额的20% 以内。由于他们注重综合

经济效益，经过技术改造，在企业利润不断上

升的情况下，确保国家得大头。1979年至1982

年，该厂累计实现利税2，097万元，上缴 国 家

部分占73.36%，企业 留利占11.8%，归 还技

措贷款占13.07%，职工个人 奖金占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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