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调 整生产结 构  提 高 经 济 效 果

董 绍 华

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调

整是关键，是中心。在组织工业生产上，我们

要认真全面地贯彻执行这一方针。从当前工业

生产的现状来看，抓好下面几项工作，对工业

生产的调整是有重要作用的。
首先，要调整工业内部不合理的产业结

构。我国的经济工作者和理论界，经过一年多

来的讨论，比较一致地认为，在我们这样一个

大国，这样一种生产水平的条件下，消费与积

累的比例关系，即国民收入用于积累的部分，
以保持在25%左右为好。但是“分配的结构完

全决定于生产的结构”。（《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

选读》政治经济学部分第16页）。如果我们想把

积累率由目前的30 %多，调减到25%左右，那

就意味着基本建设的规模要有较大的压缩；而

与此相联系的生产资料生产的规模，也必须调

减下来。如果生产规模还保持原来那么大，就

会发生产品生产出来销不出去，造成积压。而

积压下来的产品，要继续以流动资产计入积

累，结果积累率还是降不下来。因而调整国民

经济的消费与积累的比例关系，必须在压缩基

本建设投资规模的同时，采取“釜底抽薪”的

办法，调整不合理的产业结构，调减生产资料

的生产规模。

经过一年多来的调整工作，我国工业生产

中的轻重工业的比重，已经开始发生了可喜的

变化。1980年的头11个月，重工业生产的比

重，已由1979年的56.9%，降为53.5%。但是

我们一定要看到，上面所说的重工业产值比重

的减少，是在相当一部分企业没有活干或者任

务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实现的，而对这些企业和

生产能力，还没有实行关停或转产轻工业产品，

就是说重工业的实际生产规模还没有真正减下

来，实际的重型生产结构还没有根本改变，因

而我们的调整任务还是很重的。
这一次调整轻重工业的比例关系，远比六

十年代那一次调整要复杂的多。那一次搞高积

累，连续的时间毕竟只有三年，到1961年就开

始调减下来了。而且当时压缩工业生产、实行

关停并转的企业，多半是“大跃进”时土法上

马的工厂，上马时间短，生产基本上未定型，
因而相对地来说，也比较容易减下来。就是这

样，当时调整这三年高积累我们还用了五年的

时间，直到 1965 年，重工业生产的比重才由

1960年的66.6%调整为48.4%，积累率调整为

27.1%，大体上恢复到1957年比较正常的比例

关系上来。
这一次搞高积累，是从1970年开始，积累

率超过30%的时间持续有十年之久。同这种高

积累相关联的重工业生产规模，也随之步步加

大，重工业生产的产值比重上升到55%以上。
在重工业内部，加工工业（主要是机械工业）

更是畸形发展。从1971年到1979年，重工业新

增加的产值中，一半以上是加工工业。而这些

新办起来的工厂，或者新增加的生产能力，经

过十年的时间，也不再像六十年代那种“小土

群”好调整了。需要从现实情况出发，采取相

应的新对策，对于那些同大工业争原料、争燃

料动力、而消耗大、产品质量 差的 小 厂，对

于那些产品质量次、消耗高，长期亏损、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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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必要的企业，应该继续采取六十年代那次

行之有效的办法，坚决实行关停并转；除此之

外，还有相当数量的企业，他们在生产上已经

比较像样子了，只 是产品是长线，超 过了需

求，对 这 类工厂，根据一些地区和行业的经

验，可以通过经济联合的途径，把它们同生产

短线、缺门产品的工厂组织起来，实行专业化

协作，变“大而全”、“小而全”为社会化大生

产，充分利用这些工厂的生产能力，转产适销

对路的产品。这就是说，我们调整工业内部的

产业结构，决不是消极的。如果我们工作做得

好，完全可以把原来的劣势，经过调整，转化

为优势，形成新的“良性循环”。
第二，加强采掘工业。从调整我国国民经

济来说，加强采掘工业之所以特别重要，一是

由于我们是在一个近十亿人口的大国进行现代

化建设，组织工业生产，只能是以国内循环为

主，辅以国际间的交换，互通有无。我们所需

要的能源、矿产原料，必需 立足于国内。同

时，我国的资源储藏量比较丰富，我们也有这

个条件。二是我们搞现代化需要引进一批先进

技术，引进技术的外汇哪里来？在目前我们的

加工制品竞争能力还不够强的情况下，出口矿

产资源仍然是今后一段时间里换取外汇的重要

途径。
三十年来，我们的采掘工业生产有了相当

大的发展，1979 年 采掘工业的生产水平，比

1952年增长了13倍。但是同材料工业、加工工业

相比，采掘工业生产的发展显然是慢得多了。
同一时期内，原材料工业增长了22倍多，加工

工业增加了42倍。采掘工业，所以增长得慢，
一方面是由于它的建设周期长，花费劳动多，加

之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价格偏低，因而除了国家

投资建设之外，地方和企业很少有积极性花钱

搞采掘工业。另一方面，也是主要的一点，只

要一搞高积累，一搞“大干快上”，就要挖采

掘工业的“潜力”，只采不掘，打乱了正常的

生产秩序，造成严重比例失调；干不下去了，
再回过头来“调整”。以五十年代末期煤炭生

产的折腾为例，1957年末煤炭的开采能力是

15，000万吨，1958年搞“大跃进”，就硬是采

出了27，000万吨煤，1959年进一步挖“潜”，当

年产量猛升到 36，900万吨，1960年进一步达

到39，700万吨。违反客观规律的事总是长不了

的。到了1961年，煤炭产量就不得不大下，从近

4亿吨的生产水平，降到 2亿多吨，接着用了

四年的时间才还清了剥离、掘进的欠帐。一上

一下，白白浪费了不少的建设时间。
1970年以来这一次高积累，一大半 是在

“十年浩劫”期间，那种对采掘工业的破坏自

不必说了。打倒“四人帮”之后，本应通过调

整休养生息，把失调的比例关系改善一下，但

受“左”的思想影响，继续“大干快上”，失调的

采掘关系也就继续加重了。据有关部门摸底，

眼下在统配矿中，失调的矿井约占生产能力的

40%以上。因此，在今后一段时间里，采掘工

业不得不再一次调整那失调的采掘、采 剥关

系。
调整采掘工业，一是要调整采掘工业在整

个工业投资中的比例。从总体来看，我们的基

本建设总规模必须大大压缩，否则不能调整好

消费与积累这个主要比例关系。但是在压缩基

本建设投资时，对采掘工业、原材料工业和加

工工业不能一刀切，一定要照顾到采掘工业建

设周期长这一特点，尽可能地少减一些，以争

取建设时间。二是在组织工业生产中，要千方

百计地节约能源，节约原材料，尽量减少对采

掘工业的压力，以 使 采掘工业有可能腾出手

来，尽快地把失调的采掘、采剥关系调整好。
只有把采掘关系调整好，我们采掘工业生产的

脚跟才能站得稳，才能协调地组织生产。采掘

工业搞扎实了，我们工业生产的基础才牢靠。
第三，要把我们工作的着眼点，从主要依

靠基本建设投资搞速度，转移到扎扎实实地狠

抓经济效果上来。长期以来，在我们的工业生

产上存在着一种不正常的情况：看速度，挺不

错，动不动就是百分之八、九或者十几，但一考

察经济效果，劳动效率并不高；生产出来的产

品，在品种、质量上，又往往不合乎需要，造

成一边脱销，一边积压；产值增长幅度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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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给国家财政上缴的利润又没有 相应 的 增

加，甚至还要亏损。我们讲调整，从面上来

说，就是要把这种追速度、实惠少的做法调整

过来，不再片面地追求那种不切实际的高 速

度，把精力用在讲求经济效益上来，使我们的

工业生产速度虽然不如过去那么高，但生产出

来的东西是好的，是适销对路的，资金周转是

快的，创造出的财富是多的，用经济效益的大

幅度提高，来保持我国工业生产的持续发展。
近年来，我们在抓经济效果上做了不少工

作，是有进步的。但是总的来说，这方面的潜

力还是很大的。拿1980年前三个季度的情况来

看，在产品质量方面，列入统计的 54项指标

中，还有23项没有达到历史最好水平，约占

43%；在物资消耗方面，列入统计的59项指标

中，有31项超过了历史最好水平，约占53%；
流动资金周转缓慢，仓库超储物资很多；预算内

的工业企业，亏损面仍然高达23% 左右。这说

明我们把工作的着眼点，转移到狠抓经济效果

上来，是大有可为的。经济效果上去了，会给

我们带来一个实打实的发展速度。这里还需要

特别指出，在我国财政收入中，工业上缴的利

润和税收约占四分之三左右，所有工业企业，都

应该充分认识我们肩负的重担，把工作做好，

狠抓经济效果，千方百计降低成 本，增加上

缴，在消灭财政赤字、实现财政将来平衡这一

重大调整工作中，尽到自己的责任。

小常识“量入为出”的原则

是什么时候提出来的？

执行财政收支平衡、略有结余的方针，就

要按照“量入为出”的原则办事。这个“量入

为出”的原则，最早是什么时候提出来的呢？
《礼记·王制》：“冢宰制国用，必于岁之杪，五

谷皆入，然后制国用。……量入以为出。”可

见，在我国周朝的时候，“量入为出”就已经

做为一个财政原则提出来了。  （贾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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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讯：中国财政

学会于1980年11月26日

至12月 6 日在昆明市召

开了1980年年会和第四

次全国财政 理论讨论

会。参加会议的有中国

财政学会的理事、中央

和地方各级财政经济主

管部门、财政经济理论

战线、高等财经院校及

部分综合大学和新闻、

出版单位的代表240人。
会议结合调整经济和稳

定经济，围绕财政赤字

问题开展了理论讨论，
并进而探讨了调整与改

革的关系、分配结构与

经济结构的关系，以及

综合平衡、财政职能作

用等问题，使大家在认

识的广度上和深度上都

前进了一步，在理论研

究上取得了进展。会议

还总结了学会一年来的

工作，确定了1981年研

究活动的规划，补选了

尹文敬、薛超、雷振南、

康振农、马大英、李建

昌、沙伊托夫、晋静波

等八位同志为中国财政学会第一届理事 会 理

事。
会议开幕时，财政部副部长、中国财政学

会副会长陈如龙同志致开幕词。他说：我们这

次会议有两个任务，一个是召开中国财政学会

理事会，总结一年来的学会工作，制定1981年

学会活动计划；一个是交流财政理论 讨论成

果，对当前重大的财政经济理论问题和实际问

题开展讨论。陈如龙同志说：我们在1979年末

第三次全国财政理论讨论会上，总结了三十年

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坚持财政研究从经济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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