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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对于技术改

造措施项目的经济效益问

题议论很多， 众说不一。

经济效益差的症结何在？

应当如何评价？提高经济

效益的途径是什么？这是

当前经济工作中急需认真

研究、探讨的一项重要课

题。本文拟从剖析我区一

批已完和在建技措项目的

实际情况，谈一点粗浅的

看法。

一、影响技措投资经

济效益的几个问题

宁夏回族自治区技措

投资总的情况是好的，但

从实现经济效果看，还很

不理想。据了解，影响技

措投资经济效益的原因很

多，但其主要问题是：

（一）缺乏整体改造

规划，综合平衡不够。这

里，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就是指导思想问题。重基

建，轻技 措，长期 处 于

“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零打碎 敲”的 被 动 局

面；在资金使用上，习惯

于 “撒胡椒面”，既无整

体规划，又无主攻方向。

如某市一 个 瓷 器 厂，从

1975年到1981年，进行了

为期长达七年的 技术 改

造，由于事先缺乏一个主

攻方向和明确的整体改造

方案，结果花掉了 250多

万元，却对关系该厂命运

的产品质量问题没有从根

本上给予解决。这里也有

两个原因：从企业讲，惟

恐方案报大了，要的投资

多，上级难以批准，于是

采取切块的办法， 于着要

着；从主管部门讲， 在审批项目内容时，往往只是着

眼于某个技措 项目的资金来源， 对于那些必不可少的

配套辅助项目却很少加以考虑， 致使有的项目成为有

骨无肉的空架子。因此，在批准该厂进行技术改造之

初，只是出于增加产量， 改善部分作业条件，而没有

把提高产品质量和细瓷出口率作为进行技术改造的主

攻方向。通过技术改造，该厂年产量虽从 700 万件增至

1，000万件，出口瓷也有所提高，但合 格 率只 有30%

左右，增产不能增收， 1981年还亏损了26万元。

（二）缺乏宏观指导，造 成重复建设。技措资金

的特点是资金分散，多 渠道，多头管，大小兼有，项

目繁多。由于 缺乏宏观指导和必要的行政干预，一些

地区、部门以及企业之间，出现有利项目争着干、无

利项目拖着干的现象，造成盲目建设、重复 建设。比

如， 我区现有地毯梳纺设备 七梳六纺，按能力每年需

用羊毛1，000吨，实 际只能提供450吨左右，仅够 “半

饱”。有的 县 却片面强调发挥所谓 “羊毛优势” ， 竞

相上马，不惜借用贷款重建梳纺。这种谁有钱谁定项

目，互争原料，互挖 “墙脚”的做 法，从局部看虽可

暂时得利，但从宏观经济效 益看，则是很大的失算和

浪费。又比如，县办 “五小” 工业企业技术改造补助

资金，每年大体安 排有300 万元， 分 配 时 如 同 “仙

女散花”，每个县、市都有一点，年复一年，效益甚

微。加之各专业银行竞相开展发放中短期设备贷款业

务，由于 “行拳套路”各异，规定 和做法很不一致，

既不利于宏观指导，也不利于统筹规划，无法形成拳

头， 这是影响技措投资效益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审查 不严，影响项目按期完工。 确定一个

项目，除必须对市场需求量进行可行性研究外，还应

对投资来源、所需 “三材”和专用设备、施工力量等

是否落实进行认真审查。条件不具备的，应该不予批

准。实际上有不 少项目，由于审查不严，决定上马后，

往往因投资、 “三材” 和专用设备 不 落 实，干干停

停，工期一拖再拖。50万元以上的重点项目，问题更

为突出。据了 解，在我区现有在建项目中，从1979年

以来， 每年结转项目约占三分之一，需 要三年时间完

成的竟占85% ，真正能做到当年上马、当年见效的仅

占 15% 左右。

（四）缺乏市场调查，信息不准。比如某市一个

高压电瓷厂，为了增产畅销产 品，从1976年开始进行

技术改造。按原计划，这个项目建 成 后，每年可增加

高压电瓷产品500吨，增加产 值60万元，增加 税 利 7

万元。经过五年改造， 生产能力虽已形 成，但因市场

预测不准， 对其主要用户—宁夏 电力局，事先 也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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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人口失去控制，即使工

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而所增加工农业产品大

部分被新增人口消耗掉，人民生活也难以达到

“小康”水平。这点是不可掉以轻心的。
我们相信，只要全党全国人民同心同德，

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二大精神，奋发图强，扎

扎实实 为开 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而

奋斗，经济建设的宏伟目标就一 定能够实现。

通过一定形式固定购销关 系，加之成本、价格偏高，

缺乏竞争能力， 形成产品大量积压。

（五）盲目审定项目，造成生产能力过剩。比如

有一个塑料厂， 1981年在决定该 厂 扩大塑料编织袋生

产能力时，根据当时的化肥产量，仅需400万条，而全

区已有生产能力470万条。但由于有 关 部门看法不一

致，依然决定该厂将原有生产能力由30万条扩大到200

万条，投资37万元，造 成生产能力过剩，这不但毫无

经济效益可言， 而且造成了很大的浪费。

据初步分析，因盲目上马， 生 产 能力不能全部发

挥作用的约占 全区现有在建技措项目的三分之一。

二、对提高技措投资经济效益的几点看法

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 对现有工业、交通企

业进行技术改造，是发展国民经济带有根本性的一项

重要措施。因此， 加强对技术改造工作的管理是当前

急待研究的课题。

（一）统一规划，突出 重 点。对现有工业、交通

企业进行有效的技术改造， 必须组 织有关部门对工业

结构、产品质量、技术手 段、工艺水平进 行 全 面 调

查，并根据地区内外和国内外市场需求情况，制定出

工业、交通企业技术改造的统 一规划，确定在相对一

段时间内的主攻方向.对于重点企 业和面向全国的产

品，要注重提高产品质量，并 有计划、有步骤地调整

机械工业的生产服务方向，使有限的技措 资 金 形 成

“拳头” ，每年解决几个关 键问题。还要按照国民经

济发展规划的 要求，把技术改造计划纳入固定资产投

资计划。这样，技术改 造 工 作 才能真正做到抓有方

向、干有重点、完工见效。

（二）合理分配资金，明确审批权限。鉴于目前

技措资金渠道多、管理分散的实际 情况，应成立由经

委、计委、财政、银行、劳 动和技术经济等有关部门

组成的联合审批 机 构，杜绝某个部门或个人盲目审定

项目的弊病。应明确各级审批项目的限额，但不管哪

一级审批，都要将技术改造项目计划 纳 入固定资产投

资计划，以利于综合平衡，防止重复建设。

为使审批权限得以实施，技措资金的分配 使用办

法也要做相应的改变。根据目前实 际， 应 从集中的折

旧基金中，每年 拿出70% ～80% ，重点解决工业生产

中的关键问 题。在安排资金时，要适当留有一定比例的

机动，用于解决预料不到的问 题 下余的20% ～30% ，

可根据各地、市和工交各局的实际 情 况， 按不同比例

进行 分 配，以利于调动各生产部门的积极性， 解决部

分企业设备填平补齐、劳 动保护和安全措施等问题。

对于审批项目的 部门， 应实行必要的 经 济 责 任

制。坚持哪一级审 批， 就由哪一级组织实施、竣工验

收。因失职而造成投资效益很 差的， 要追究审批部门

的经济责任。

凡是没有授权审批项目的部门或 单位，都不得擅

自决定项目，银行的各种措施贷款，也应会同授权部

门一并安排使用。

（三）选准项目，重点保证按期完成。负责审批

项目的部门，要直接参与或 委托有关部门对预选项目

进行可行性调查（包 括产品销路、工艺条件、成本、

价格、质量和原材料供应等方面），并要请有关部门

进行技术 经济论证，权衡利弊后再确定下来。项目确

定后，就应在投资、施工“三材”、施工力量、专用

设备等方面予以重点保证，促 使项目按期 或 提 前完

成，做到干一个，见效一个。对项目 投资计划中的企

业自筹资金，要依靠建设银行进行监督，落实企业自

筹资金来源，待银行签注意见后，再行审批项目。一

定要坚 持先筹后用，先用自筹，后 用 财 政补助的原

则，以防因项目投资不实而干干停停。应明确规定：

企业自有资金（包括折旧、大修、生产发展基金、利

润留成等）用于 生 产 技 术改造方面的部分不得低于

60% ，如低于这个比例，而另上其他非生产性措施项

目的，不予批准。

（四）健全报告制度，定期进行考核。技 措项目

规模小、投资分散，往往 被人 们 称 之 谓：“小革小

改”、“小打小闹”，因而长期以来，在管理上没有

一套完整的统计报表和考核制度。过去，在技措项目

决策问题上所发生的盲目性，主要是情况不明、心中

无数造成的。因此，我认为经批 准的重点技措项目，

应同基建项目一样，按季度、半年、年度填制报表，

报送工程进度情况，并作为考核内容之一。项目建成

后， 验批准部门组织验收合格，填 制 技措项目竣工登

记表和文字报告，归档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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