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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地方和企业

每年都安排一定数量的

资金，用于老企业的挖

潜、革新和改造。使用

好这笔资金，对于提高

企业经济效益，增加生

产，繁荣经济，促进国

民经济的调整，将起着

重要的作用。
但是，由于一些地

区、部门和单位存在着

重新建，轻挖、革、改

的现象，使挖、革、改

资金使用上存在不少问

题。第一，土建任务大，

竣工时间长，如因“三

材”缺口严重，土建项

目一般需要两 年 到三

年，有相当一部分项目

需要四年到五年才能竣

工，影响了企业生产的

发展，也给国家造成损

失。第二，基本建设资

金与挖、革、改资金混

淆不清。有些停缓建的

基建项目改 头 换 面以

挖、革、改的名义继续

干。有的项目明明是基

建工程，由于计划排不

上队，也就列入了挖、

革、改计划。第三，盲

目确定项目，浪费资金。
据调查，各地在清理历

年在建的挖、革、改项

目时，不具备条件列入

计划的约占30%，其中

绝大部分是 盲目 确定

的。第四，挖、革
、

改

资金渠道多，管理乱。
从资金来源看，有国家

预算安排的，有从企业集中的折旧 基 金安排

的，也有用地方或部门的机动财力和企业专用

基金安排的，还有各级银行发放的各种贷款，

共达二十余种。从项目安排看，有的是各级经

委、物资、劳动部门为主安排下达的，有的是

主管部门安排下达的，还有的是各级银行和地

方计划、财政部门为主安排的。由于头绪多，
各自为政，不可能进行财政、物资、信贷的综

合平衡，不可避免地出现战线长、进度慢、效

果差的情况。
为了把挖、革、改资金管理好、使用好，

需要抓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认真清理和整顿在建项目。在当前国

民经济调整时期，要按照政策规定对历年已经

安排下达的挖、革、改项目进行清理整顿，按

项目的隶属关系，对那些历年遗留下来的“胡

子”工程、不具备条件的项目以及同现在企业

争原料、争燃料、争动力而在技术上又已经是

被淘汰的项目，要当机立断，立即停建，尚未

动工兴建的要责令撤销计划。其资金、物资、
设备，要按隶属关系集中归上级主管部门或由

地方集中统一安排使用。
二、划清挖、革、改同基本建设的界限。

控制现有企业的基建规模，必须划清挖革改同

基建的界限。对老企业，要结合现有条件，在

保证维持简单再生产的前提下，对原 有 的厂

房、设备进行大修理和技术更新改造，对所需

资金应由挖、革、改资金解决。其资金来源是

企业留用的折旧基金、生产发展基金、国家拨

款和银行贷款。全厂或全车间的整 体 技术改

造，新建、扩建附属企业或独立车间，应当由

基本建设投资解决，不能在挖、革、改资金中

开支。一些区域性的综合性挖、革、改项目，

涉及几个企业或有关的行业，则应按隶属关系

除经上级经委、财政部门批准外，还要经计委、

城市规划部门审查批准。企业和企业之间不能

以技术改造的名义大兴土木，超过一定数量的

土建工程应由基本建设投资解决，不能在挖潜、

革新、改造资金中开支。
财政部门要根据国民经济调整的方针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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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及各行业的生产方向，针对生产经营、工

艺技术存在的问题，配合各级经委、主管部门

认真编制挖潜、革新、改造规划。凡没有纳入

规划的不能各行其是，盲目上马。
三、要整顿资金渠道。首先要解决名目繁

多的问题。拨款要合并项目，可以统称为挖、

革、改拨款，一次直接拨到企业，不搞二次分

配或交叉分配。贷款可合并为外汇贷款和国内

贷款两种。具体执行仍按拨款、贷款两个办法

办理；如果办法需要修订，也要由制订的部门

统一进行。贷款一定要用贷款项目投产后增加

的利润来归还。人民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

行要根据其业务情况划分贷款范围。不论拨款、

贷款，都要讲求经济效果。一个挖革改项目，
不能同时既给拨款又给贷款，更不能以挖革改

资金变相搞基建。挖革改资金要重点用于老企

业节约能源、增加轻纺产品、解决交通运输薄弱

环节和提高产品质量、增加花色品种，增产短

线原料材料项目上，不能搞重复建设。今后各

部门、各单位安排老企业挖革改项目，其资金、

物资、材料、设备以及贷款项目的偿还，都应

由经委和财政部门进行综合平衡，在国家财力、

物力的分配上，必须坚决实行先生产后基建、

先挖潜后新建的原则，把生产建设计划放在积

极可靠的基础上，以促进国民经济调整的顺利

进行。
四、要严格控制土建工程。现有企业采用

新技术、新工艺，进行技术改造安排的零星土

建工程，一个项目不超过二百平方米的，要按

项目隶属关系，列入主管部门年度土建指标之

内，经过计划部门审查批准下达；凡翻建、扩

建、新建的土建工程，不论建筑面积多少，一

律要列入基建计划。老企业零星土建工程一经

批准，就要按计划执行，面积不能扩大，结构

不能改变，一年之内建成使用，并要求有经济

效益。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一些停缓建的挖

革改项目的土建工程的资金、材料，要按隶属

关系集中，归上级主管部门或地方集中统一安

排使用，一般不再安排土建。

财务管理
进 一 步 搞 好

国营农场财务包干

宫成喜

1979年，国务院批准国家农垦总局、财政

部对全部农垦企业实行财务包干。两年来的实

践证明，实行财务包干，调动了农场和职工的

积极性，改善了经营管理，促进了农业生产的

发展。全国农垦企业，1979年粮豆总 产量比

1978年增长8.9%，1980年又比上年增长7.6%；

棉花总产量1979年比1978年增长 9.1%，1980

年又比上年增长了13.2%；油料、牛奶和其它

一些农畜产品也有不同程度的增长。1980年，

尽管调整部分职工工资、调整地区工资类别和

发放职工副食补贴，增加开支较多，盈利额仍

比1979年增长20%多，为国营农场的现代化建

设，创造了有利条件。
为了进一步搞好国营农场的财务包干，在

已经取得成绩的基础上，还必须注意解决好以

下几个问题：

一、切实加强领导，统一思想认识。国家

对农场实行财务包干，是农场财务管理体制上

的一项改革。在实行“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

后，仍要继续贯彻执行。各地的经验表明，要

推行财务包干办法，必须紧紧依靠党政领导，

加强组织工作，搞好宣传教育，提高思想认识。
当前，在进一步执行包干办法的过程中，还要

解决好思想认识问题。例如，有的企业只讲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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