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浪费的漏洞在哪里

忍痛割爱  势在必行

——谈谈重复建设和盲目建设问题

刘毓中

在当前调整国民经济工作中，解决重复建

设、盲目建设问题，是压缩基本建设规模的一

项重要内容。
1977年前后，我们这个地区先后仓促上马

的年产3，000吨至5，000吨的五个小化肥厂，由

于建设前期工作不扎实，对可行性、经济效果

考虑欠周，没有严格按基建程序办事，造成先

天不足，原料动力不落实，工艺落后，产品质

次价高无销路，三年后全部下马。浪费国家投

资4，360万元，盲目订购的设备、机 件、配件

和半拉子工程在日晒雨淋下不少已经锈腐坏

损。
制糖工业重复建设的现象也是存在的。全

区已有的五个较大的糖厂，已形成生产能力为

日处理甜菜2，600吨，年榨糖 54，000吨，足以

满足需要。然而，近几年里又先后建起了15个

小糖厂，年榨糖6，000余吨。由于甜菜供 应不

足，大厂吃不饱，小厂争原料，结果是几个较

大的糖厂年榨糖只能达到已形成生产能力的三

分之二，而小糖厂仅能达到四分之一。由于缺

乏综合平衡和经营管理不善，有的糖厂的糖大

量积压无销路，有的糖厂投产五年亏损百万元

以上；一些县办小糖厂因产品质次价高，年年

亏损，有的改为加工其他产品，有 的 停 产关

闭。

有一个地区已拥有汽车大修厂及车间共25

个，年修能力6，400余辆。按该地区现有各类

汽车和各地区需送来大修的车辆计算，每年需

大修5，400辆，而实际完成年修汽车在4，000辆

左右。尚有40%的生产能力没有发挥。
据我们对一个地区机械、煤炭、轻工、水

利等行业15个单位的调查，已形成铸造生产能

力为年产铸件19，000吨，而实际产量在10，000

吨左右，尚有43%的生产能力未能发挥，但又

进行重复建设。例如这个地区的农机厂铸造车

间已形成生产能力年产 4，500 余吨，实际年产

量只能达到设计生产能力的一半；而附近的另

一个厂原有铸造能力300吨，还要设计新建铸

造车间 1，990平方米；附近的轻工机械厂、公

共汽车大修厂也都在设计新建铸造车间。
某市现有旅游、旅馆、招待所网点88个，

床位15，000多个，平均每天旅客流量在6，000-

7，000人左右，床位使用率仅为 45%左右，就

现有载客能力而言，应该说是过剩的。然而目

前正在新建、扩建的饭店、旅馆竟有七处之多。
这个市为什么会出现旅客食宿的紧张现象呢？

主要原因是床位使用率低，经营管理不善。除

市饮食服务系统和街办、知青点 25个、床位

3，623个全部对外营业外，其 余 63 个网 点、

11，866个床位均为半对外营业或开放不稳定。
1974年以来，根据生产和科研的需要，某

地区先后建成和正在组建的各种类型电子计算

机台（站）共七处，由于各部门强调专业需

要，计算功能尚未广泛加以利用，形成计算功

能闲置，运算、储存的利用系数很低，没有统

一规划，联成一线，集中管理。
综上所述，我们这里的重复建设、盲目建

设大体有这样几种情况：一种是建设前期工作

不扎实，在动力、原料不落实的情况下，盲目

建厂；一种是在现有企业生产能力尚未得到充

分发挥的情况下，又重复建设生产同类产品的

新厂；一种是企业本身经营管理混乱而相应造

成市场紧张情况，却通过建设同类项目，试图

解决问题。结果是：建新厂，关 老 厂；办小

厂，挤大厂；技术落后的厂挤技术先进的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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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不合理现象，不仅扩大了比例失调，浪费

了建设资金；而且降低了生产效果，阻碍了技

术的进步。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必须从以往

重复建设、盲目建设中，认真吸取教训，忍痛

割爱，杜绝此类事情再度发生。

浪费的漏洞在哪里

企业管理费的节约潜力很大

刘松茂

最近，我们组织常德地区各县市农资公司

开展了企业经济考核活动。在考核中，我们认

真分析了商品流通费的结构，发现全系统商品

直接费用逐步下降，但是间接费用如工资、福

利费、修理费、折旧费和其他费用等，却大幅

度上升。1980年全系统11个核算单位共支出间

接费用215万元，比 1979 年上升了 40%，比

1978年上升了62%。其中管理费 开 支 惊人，
1980年共开支了57.5万元，比1979年多开支了

16.8万元。按年末职工人数平均，每人花了605

元，每人平均增加176元。企业管理费用 大 量

增加，主要有三个原因：

一、企业领导在开展增产节约的工作中重

大轻小，重直接费用的节约，轻间接费用的管

理，认为管理费用开支多少，无关紧要，是芝

麻小事，影响不了大局。所以，对管理费用的

节约没有制订具体措施，忽视了点滴节约，结

果造成了很大浪费。
二、放松了对干部职工进行艰苦奋斗、勤

俭办企业的思想教育，造成大手大脚现象的滋

长。如用水、用电不节约，长途电话、电报滥

发滥挂，文具纸张随便用，漏洞很大。这个公

司149名职工，1980年开支水电费9，998元，邮

电费17，666元，文具纸张和印刷费15，311元，

每人平均288.4元。
三、在组织商品货源的业务活动中，忽视

了差旅费的节约。有些本来可发函解决 的问

题，也派员前往，造成了浪费。去年，这个公

司共支出差旅费43，733元，每人平均293元。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看到，企业管理费的

节约忽视不得。如果我们常德地区农资公司系

统今年能把行政管理费降到1978年的水平，尽

管这个水平还不是最好的水平，那么我们一年

就能为国家节约20多万元的开支。一个地区如

此，推想到全国，这是一个多么大的节约潜力

啊！

浪费的漏洞在哪里思

想
上

的
漏

洞

是
造
成

浪
费

的

一
个

重

要

根
源

方

明

人们在分析浪费问题时，往

往只注意造成浪费的经济上的、

制度上的原因，而忽视了思想上

的原因。其实，思想上的漏洞是

造成浪费的一个重要根源。
去年，我们到几个县转了一

下，发现不少浪费现象，都是由

于思想上的漏洞造成的。例如，
某一个县的领导同志，以为山区

有的是草，可以大力发展牛羊，
因此号召各生产队大养牛羊，并

决定养一头牛，财政补贴10元，养

一只羊，补贴 5元。可是到了冬

天，这个地方山上的草 都 冻 死

了，加上社员没有饲养经验和气

候寒冷等原因，牛羊基本上也死

光了。结果牛羊没养成，却损失了

8万元。还有一个县，1978年纸

张供应比较紧张。县领导要每个

公社都办一个纸厂，并要财政尽

力支持。一年后，有的公社的纸

厂建了一半，资金就无法解决，
只好停建；有的公社纸厂虽开始

投产，但纸张供应已不紧张，生产出来的纸销

售不出去，大量积压。经过这一折腾，浪费了

大量资金。
在我们的经济工作中，思想上的漏洞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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