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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中国，从十九世

纪六十年代清朝政府兴

办军事 工 业 开 始，到

1 949年全国解放，花了

近 100 年的时间，只积

累起工业固定资 产 124

亿元。新中国成立后，
经过国民经济的恢复阶

段，很快进入有计划的

经济建设时期。三十年

来，尽管经历了这样或

那样的 曲 折，到 1981

年，全国工业固定资产

达到 4，500 亿元。这就

是说，32年间，增加了

近 4，400 亿元，增长了

35倍，平均 每 年 递 增

11.9%。这是全国广大

职工，在中国共产党领

导下取得的伟大成绩。
工业固定资产的迅

速发展，使我国工业在

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和地

位，发生了显著变化。
在国营企业 固 定 资 产

中，工业所占的比重，

由1952年的44% ，提高

到1981年的65%；在社

会总产品中，工业所占

的比 重，由 1952 年 的

34 % ，提高到1981年的

57% ；在国民收入中，

工业所 占 的 比 重，由

1952年的20% ，提高到

1981年的44%。
固定资产的不断增

加，工业生产的迅速发

展，使我国工业在世界

各国中的地位发生了显

著变化。以几种重要工

业产品的产量为例，1981年，我国原煤产量 在

世界各国中的位次，由1 949年的第 9 位上升到

第 3 位；原油产量建国初期微乎其微，现在已

跃居世界第 6 位；发电量由第25位上升到第 6

位；钢产量由第26位上升到第 5 位。
这一切说明，解放以来，我国工业面貌发

生了很大的变化，我国已由一个贫穷落后的农

业国，建设成为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工业

——农业国。
从我国工业固定资产的变化，可以看出我

国工业发展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建立起以国营工业为主体的、多种

经济形式并存的社会主义工业经济

在旧中国，全部工业固定资产的80% 左右

为官僚资本所有，民族资本只占20% ，还有很

少的个体手工业。全国解放以后，没收了 官僚

资本，建立了国营经济，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

和个体手工业进行了社会 主 义 改 造。到1 956

年，在 全部 工 业 固 定 资 产中，国营工业占

86.8% ，公私合营工业占11 .97% ，集 体 所有

制工业占1.22%，资本主 义 工 业 下降到只占

0.01%。
1958年以后，农村公社工业和城镇街道工

业发展很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

实行了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中外

合营和外资经营的工业企业相继建成投产，个

体工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又 有 发 展。到1981

年，全国工业 固 定 资 产中（不包括个体手工

业），全民所有制工业占89.5%，集体所有制

工业占10.3%，全民与集体合营工业占0 .2 % ，

中外合营和外资经营的工业企业已有40多个，

固定资产6，000多万元。个体手工业有 11.3 万

户，工业总产值近 2 亿元。

第二，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

系

旧中国的工业极为落后，畸形发展，重工

业极少，轻工业也很不发达。经过30多年的建

设，现在已建立起独立的、门类比较齐全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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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体系，为国民经济各部门提供了越来越多的

技术装备，为人民生活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必需

日用品。
1981年重工业的固定资产比1952年增长45

倍。重工业固定资产占全部 工 业 的 比重，由

1952年的52 %，提高到80%。
我国能源资源十分丰富，但在旧中国很少

开发利用，绝大部分原油要依赖国外进口。解

放后，相继建成大庆、胜利、华北、辽河、四

川等一批大油田和天然气田；扩建和新建了开

滦、大同、抚顺、阜新、鸡西、淮南、淮北、

徐州、平顶山、兖州、石炭井等一大批煤矿；

建设起刘家峡、丹江、葛洲坝、清河、陡河、

马头、望亭等一大批大型水利 和 火 力 发电站

（厂）。到1981年，能源产量比1949年增长了
1
2倍。当然，从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看，

今后还需要有更快的发展。
冶金工业，新建扩建了一批大钢厂和有色

金属冶炼厂。1981年冶金业已经拥有一批大型

的高炉、转炉、电炉和轧钢设备，钢材的规格

品种由1952年的400多种，增 加 到 2 万多种，
并发展了一批新型材料。

机械工业，旧中国只有几万台机床，大多

数为型号老旧的皮带机床，主 要 从 事 机械修

理，连一辆汽车也不能制造。现在已初步形成

了一个包括矿山、电力、石油、冶金、化工、

交通、轻纺等各种专用设备和通用设备在内的

近100个行业的机械制造 部 门。到1981年，机

械工业拥有各种机床250多万台，生 产 的机电

产品达2.8万多种，为我国国 民 经济各部门提

供了大量的技术装备，还有一批机电产品进入

国际市场。

化学、建筑材料、森林采伐等重工业部门

的固定资产也成倍增加，生产发展很快。
农业和重工业的发展，城乡人民生活的改

善，为加快发展轻工业提供了技术装备、原材

料和燃料动力，以及广阔的国内市场。1981年

轻工业的固定资产比1952年增长近12倍。按人

口平均的产量计算，布由1949年的10 .5尺，增

加到43尺；纸由0.4斤，增加到11斤；糖由0.7

斤，增加到6.4斤。日用机电产品从 无 到有，

由少到多，迅速发展，现在全国城乡每百个居

民中拥有自行车11.2辆，缝 纫 机5.5架，手表

15.7只，收 音 机14.9台，电视机1.6台。轻纺

产品产量大幅度增长，花色品种越来越多，市

场供应越来越好，基本上保证了城乡人民物质

文化生活不断增长的需要。

第三，新兴工业部门发展很快

随着工业基础的增强和科学技术的进步，

石油化学工业、电子工业、核工业、航天工业

等新兴工业部门相继建立，发展很快。现在我

国已建立起一大批生产化肥、合成纤维、合成

橡胶、合成塑料、合成皮革、合成脂肪酸、乙

烯等产品的企业，使我国纺织、橡胶、皮革、

油脂以及化肥、有机化学等工业的原料构成发

生了很大变化。电子工业的大发展，电视机、

录音机、半导体收音机等产品的大幅度增产，
电子计算机从无到有，由小到大，并开始批量

生产，对我国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和人民生活

的改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核工业和航天工业

有了很大发展，1964年10月以来，我国相继试

制和生产了原子弹、氢弹、导弹、核潜艇，成

功地发射了人造卫星，掌握了卫星回收、一箭

多弹、潜艇水下发射运载火箭等尖端技术。这

一切都大大增强了我国的国防实力，提高了我

国的国际地位。

第四，工业布局逐渐趋向合理

旧中国的工业，偏集在沿海和东北少数地

区，辽阔的内地几乎没有什么现代工业。经过

30多年的建设，我国工业布局发 生 了 很 大变

化。从工业固定资产的地区分布来看，1981年

内地工业比1952年增长57倍；沿海地区工业比

1952年增长19倍。在全国工业固定资产中，内

地工业的比重，从1952年的27% 上升为1981年

的52% ；沿海工业的比重，从1952年的73% 下

降为1981年的48%。工业地区布局的改善，对

充分开发和利用我国自然资源，加快社会主义

建设步伐，起着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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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为了发展少数

民族地区的经济和文化，提高少数民族的生活

水平，国家对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业给予了

极大的注意。少数民族聚居的内蒙古、新疆、

广西、宁夏、西藏等五个自治区，1981年工业

固定资产比1 952年增长100多倍；这 五 个自治

区的工业固定资产占全国的比重，由1952年的

1.6%上升为1981年的 6 %。
旧中国的广大农村几乎没有什么工业。新

中国成立以后，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社

队工业发展很快，到1981年，农村社队工业生

产的原煤、铁矿石、硫铁矿石、水泥、砖瓦、

石灰、食用植物油等，在全国总产量中都占有

相当比重。这对发展农村经济，改善农民生活

起到积极作用。

第五，建立起以大中型企业为骨干，大中

小相结合的企业结构

旧中国的工业，生产规模很小，技术装备

十分落后。新中国成立后，国 家 集 中 主要力

量，建设起一大 批 大 中型骨干企业。到1981

年，全国共有大中型 企 业5，000多个，拥有的

固定资产占全国工业的63%。大中型工业企业

拥有先进的生产设备，技术力量比较强，管理

水平比较高，经济效益比较好，是我国工业的

骨干力量，对我国工业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地

位，是我国进行“四化”建设的重要物质技术

基础。
大中型工业企业的发展，使我国工业技术

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例如，重点煤矿的开采，
已由过去的打眼放炮发展到机械采煤，现在已

有100多个工作面装备了具有国际 先 进水平的

综合机械化采煤设备。重点钢铁厂，过去主要

采用平炉炼钢，现在已发展为主要采用转炉炼

钢，其中氧气顶吹转炉的钢 产 量 已 占40%以

上，并且装备 了 具 有 国际先进水平的连续铸

钢、连续轧钢等新工艺。火力发电设备，过去

主要是中低压机组，煤炭消耗很高，能源利用

很差，现在高温高压发电机组已占60%以上。
机械工业拥有的机床和锻压设备中，过去连一

台大型高精度和数控机床都没有，现在已有10

多万台；过去只有少量的大型锻压设备，现已

有 3 万多台。
在建设大中型骨干企业的同时，小型工业

篷勃发展，日用小商品和传统的工艺美术品也

发展很快。1981年，小型工业固定资产占全部

工业的37% ，是我国工业的重要力量。小型工

业在轻工业中的地位更加显著，对满足城乡人

民的日常生活需要起到了重要作用。
经过30多年的建设，我 国 已拥有4，500多

亿元的工业固定资产，具有相当 大 的 工 业基

础，成绩是十分显著的。但是，在我国工业发

展过程中，由于“左”的思想的影响，工作上

也有失误，曾有过几次大的盲目发展。因此，
工业内部结构还不够合理，固定资产利用率不

高；许多设备陈旧，技术水平低，经济效益还

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增产节约的潜力都很大。
在工业的生产结构上，采掘工业和能源工业发

展较慢，不能满足加工工业发展的需要。许多

企业由于能源供应不足，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

态，使工业生产的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提高受到

影响。在工业的技术结构上，许多设备陈旧，
技术落后，不少产品性能差，效率低，急需进

行技术改造和产品升级换代。再就是经营管理

水平低，经济效益很不理想。1981年，每百元

固定资产提供的利润和产值，分别比1957年低

40% 和30%。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经济建设的

指导思想上坚决清除长 期 存 在 的“左”倾错

误，认真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

方针，调整了轻重工业生产和建 设 的 比 例，

轻工业生产发展很快，重工业 在 调 整 服务方

向、扩大服务领域等方面也取得了新的进展。
与此同时，逐步扩大了企业自主权，推行经济

责任制，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并在国家计划指

导下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工业经济效益

有所改善。我们相信，贯彻执行党的十二大提

出的我国经济建设的战略目标、战略重点、战

略步骤和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必将加快我

国工业生产和建设的步伐，促进国民经济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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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高涨，开创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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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目贷款的教训

建 中

年前，建设银行沈阳市分行调查了沈阳造

纸厂的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情况，同意这个厂

用985万元的贷款，把铜版纸的生 产 能力从现

在的一万吨，扩大到两万吨。理由是：第一，

铜版纸是短线；第二，该厂的技术条件好，纸

的质量全国第一；第三，投产后一年可以增加

利润、税收582.5万元，不到两年就可 以 收回

贷款。可是，当建设银行同轻工业部磋商时，发
现目前铜版纸已从短线变成了长线，不应当再

支持发展。

据轻工业部的同志介绍，前几年铜版纸是

短线，1 980年需要量大于生产 能 力35.48% ，
大于实际产量52.72% ，所以，各方 告 急，铜

版纸生产一涌 而 上。这 两 年，需要量略有增

加，而生产能力却大幅度增加，1 982年已超过

需要 量 的 41 .30%；同 时，进 口 的 铜版纸还

有1.2万吨。轻工业部的 同 志 反 映，各 地 正

在结合更新改造扩 建 铜 版纸 能力的还有1 4个

厂、 5 万吨能力；近期内准 备 改 造 扩大铜版

纸能力的还有10多个 厂，如果全 部 建 成，总

的生产能 力 将 超 过需要量的2.26倍。各地纸

厂盲目改造，同银行盲目贷款有 很 大 关 系。
最近，建设银行 对 正 在 改造的14个纸厂

逐一做了调查，确实存在 着 银行 盲 目贷款、

纸厂盲目改造的问题。这14个 纸厂 新 增 的铜

版纸生产能 力 共51，130吨，总投 资 为 4，1 48

万元。其中，建 设 银 行 贷 款 的 3 个厂，382

万元；人民 银 行贷款的10个厂，2，251万元；

中国银行 贷 款 的一 个 厂，732.94 万 元。此

外，地方财政拨款和 借 款 的 还 有565万 元，

动用企业自有资金的有63万 元。这 些 纸 厂都

是在老厂改造中新上铜版 纸 车 间 或生产线，

大部分是以产 品 升 级 换代、填补本省空白为

理由。山东有一个纸厂，是在已经知道我国铜

版纸生产能力饱和的情况下，不惜重金引进设

备匆匆上马的；湖南有一个纸厂，在原料尚未

落实的情况下就签订了设备合同。各地盲目改

造扩建纸厂，是因为生产铜版纸收入高，再就

是目前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行业规划，往往是地

方拍板、银行贷款，究竟上了多少，连主管部

也不清楚。这次调查中还发现，过滤嘴纸、真

空镀铝纸、玻璃纸等也有类似情况。
以上银行盲目贷款、企业盲目改造扩建的

事例，给了我们深刻的教训：

第一，企业的技术改造，一定要在全国性

的行业规划指导下有计划地进行。否则，大家

都上，谁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重复建设。
第二，银行贷款，不能只从一个具体项目

的经济效益和还款能力来进行投资决策，还应

当结合宏观经济效果统一 考 虑。银 行 发放贷

款，也必须受行业规划的指导。

小品文

变 通 揭 短

刚从会计学校分来的记帐员小 林，在整理 当

月的记帐单据 时，发 现一 大叠手续 完备、审查合

格、盖有 “现 金付讫” 的误餐费报销单。仔细 核

对后，竞发现全店所有职工 几乎人人有份。她很

为不 解，便向章会计请教。章会计先 抿 嘴 笑 了

笑，然后低声讲述 了事情的缘由：

店里这个 月利润计划没有 完成，职 工 的奖金

有所减 少，于是，吴 经理 出 了这个 “变通” 的点

子，既 使领 导、会计两不 为 难，也照顾 了职工 的

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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