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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贯彻 调整方 针以

来，人们对于我国经济的发

展由以外延为主转为以内涵

为主，即由习惯于铺摊子、搞

新建转为对原有企业实行挖

潜、革新、改造的必要性、

必然性和优越性有了进一步

的认识，并且把工作重点逐

步转到对原有企 业 实 行 挖

潜、革新、改造上，取得了

一些可喜的成绩，积累了一

些有益的经验。为了把原有

企业的挖潜、革新、改造工

作做得更富有成效，下面谈

几点看法：

一、关于挖革改的重点

应该放在哪里的问题

挖革改的重点应该放在

哪里，这是关系挖革改能否

取得预期效果的关键。我国

国民经济各部门拥有几千亿

元的设备，其中有相当部分

是四五十年代的产品，还有

一些是二三十年代或者更早

一些时间的 产品。这些 设

备，经过几十年的磨损和多

次修理后，精度、性能、效

率等都明显下降。据有关部

门测算，一台设备经过四次

大修，其精度、性能、效率

还不到原来的60%。经过长

期磨损和多次修 理 后的 设

备，在使用中技术故障多，
停歇时间长，能源和原材料

消耗多，产品质量差，成本

高，没有竞争力。如果让这

种现象继续下去，再过几年

就爬不动了。因此，挖革改

的重点应该放在对现有企业

进行有重点有步骤的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上，
把一些落后的技术和陈旧的设备替换下来。经

过这样几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的努力，把工厂

里的一些关键性的设备、技术和工艺提高到一

个新的水平上。
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对于那些替换下来

的落后和陈旧的设备，不能搞层层转 让使 用

了。从宏观的角度来观察，这种层层转让使用

是一种投入多，产出少、收益低的最不经济的

作法，应该坚决杜绝。凡是淘汰下来的设备都

要采取坚决措施予以回炉。

二、关于妥善处理“骨头”与“肉”的

关系，防止产生新的比例失调的问题

长期以来，在生产建设中对于“骨头”与

“肉”的关系处理不甚恰当，以致生产设施与

生活设施、主体工程与辅助附属设 施不 相适

应。经过近两年来的调整，情况有 了 一些改

善。但是，在当前挖革改中又出现了一些不太好

的苗头：重生产性挖革改，轻非生 产性 挖革

改；重主体设施，轻辅助附属设施；出现了新

的平衡和比例失调。例如，有的地区通过挖革

改生产上去了，生活设施和辅助附属设施没能

跟上，以致厂房、场地拥挤，储存用房普遍不

足，三废得不到有效治理，食堂、浴室、文娱

活动场所，十分紧张，住房困难。这种情况应

该引起足够的注意。每个企业的挖革改都要在

搞好可行性研究的基础上搞好总体规划，把生

产设施、生活设施、公用设施、辅助附属设施等

都列入规划之中，根据历史发展状况、国家要

求以及资金物资条件，全面权衡，确定哪些该

上，哪些不该上，上多大规模；哪些先上，哪

些后上。经过几年奋战，就可以加强原有的薄

弱环节，使企业生产协调发展，职工的生活福

利也有相应的改善。

三、关于如何保证挖革改资金需要的问题

对原有企业进行挖潜、革新、改造、需要

大量资金。资金从哪里来？我们认为，主要从

企业本身来。目前企业的折旧基金有30%上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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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20%上交主管部门。按照规定，这些上

交部分应该返回企业作为固定资产更新改造之

用。但是，实际上是上交多，返回少，而且在

时间上也没有保证。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企

业挖革改的及时进行。因此，我们认为，必须

把折旧基金全部用于企业的 更新改 造。这样

作，不仅能够发挥折旧基金补偿固定资产的职

能作用，保证挖革改的顺利进行，而且有利于

保证企业行使对折旧基金的所有权和自主权。
当然，留给企业的折旧基金，也要加强管理。
按照国务院的规定，企业提取的折旧基金要在

建设银行专户存储，一不用作流动资金，二不

搞基本建设，专门用于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
建设银行不仅要协助企业把这笔资 金 管 好 用

好，而且要负责企业和部门间以有借有还方式

的余缺调剂。企业进行固定资产更新时先花自

己的钱，不足时向建设银行申请贷款，贷款企业

用以后提取的折旧基金和其它自有资金归还。
这样，哪个企业的折旧基金归哪个企业所有，
避免了无偿平调。

至于企业利润提成部分中的生 产 发 展 基

金，我们认为亦应主要用于企业的技术改造和

设备更新，使企业的设备、技术、工艺经常处

在一个新的水平上。
为了使挖革改按照有计划、按比例的要求

进行，同时又充分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国家

对于各种资金渠道用于挖革改的资金要统一纳

入国家计划。对各部门、各地区的规模要实行

总额控制，分级管理，重大项目由国家审批，
一般项目在国家核定的总额之内，由各部门各

地区审批，尽量做到“管而不死”，“活而不

乱。”

由于集中的、大量的挖革改工 作刚刚 开

始，各方面的工作也还有一个转变和适应的过

程，在此期间，切不可一哄而上，要根据需要

与可能，上一批就完成一批，就投产发挥作用

一批，防止争项目、铺摊子、战线长、 “胡子

工程”多的现象重新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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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企业财务体制不能摇摆

苏 永 胜

随着企业财务体制改革的推进，各种形式

的企业经济责任制的广泛推行，微观经济也逐

步搞活了。既然是改革，就不免存在着这样或

那样的问题。例如，在处理国家、企业和职工

三者利益关系方面，有的企业只顾自 己 这 一

头，在经济利益的分配上，企业之间仍有苦乐

不均和“鞭打快牛”的现象；企业经济责任制

本身不完善，把利润做为唯一考核指标，同质

量、成本等其它经济指标脱节；等等。正因为

如此，每当国家强调计划经济为主，宏观经济

要集中统一时，有些地方对企业财务体制的改

革工作就发生了“摇摆”，或是“急刹车”，
或是来个向后“急转弯”。然而，凡是“摇摆”了

的地方，那里的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就受到影

响，利润计划难落实，财政收入下降；而一旦

走上了改革的正常轨道，被动的局面也就随之

扭转过来，并收到显著的经济效益。
以丹东市为例，从1977年开始，对企业财

务体制进行改革的尝试。经过三年 试 点，于

1980年在全市企业中普遍试行了盈亏定包的办

法。对盈利企业实行超收分成；对亏损企业分

别实行定额补贴和减亏分成。初步解决了企业

之间“吃大锅饭”的问题，比较有效地克服了

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增强了企业的内在动力。
试行结果，当年实现了增产增收，财政收入创

造了历史最高水平，比上年实际增长14.2%，
地方净结余比上年增加一点一倍。当然，与此

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对亏损企业实行

减亏分成的办法后，一些亏损企业得到的好处

大于盈利企业；有些企业的职工奖金偏高了一

些；等等。在这种情况下，进入1981年，由于

对中央提出的在宏观经济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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