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作研究
提 高 挖 潜 革 新

改 造 的 经 济 效 果
——上海纺织行业的调查

刘礼欣  田椿生

（一）

上海纺织行业从解放以来基本上没有建新

厂，相反还有将近 100个工厂内迁或转业，主

要生产设备纱锭和布机都减少五分之一左右，
职工人数也从43万人减少到40万人。在这样的

情况下，他们由于坚持走挖潜、革新、改造的

道路，充分发挥老基地的作用，使生产得到很大

发展。1978年总产值为1949年的 6倍；全员

劳动生产率2.8万元，比建国初期提高2.5倍；
产品花色、品种、规格、质量变化显著，突出

表现在中高档产品比重增加了，化纤及化纤混

纺产品比重增加了，出口产品比重增加了。30

年来上交税利 426
.
2亿元，为同一时期国家对

该行业基建投资5.11亿元的83倍。上海出口纺

织品换汇额占全国纺织品出口换汇额的45%。
1972年到1978年是上海纺织行业挖潜、革

新、改造搞得比较集中的 7年，经济效果更为显

著。1978年总产值和税利比1971年都增长66%。
从1972年到1978年这 7年中，累计增加税利为

44.46亿元。而用于固定资产的投资一共为7.39
亿元，其中基建投资1.35亿元，各种挖潜、更

改措施资金（包括建设银行贷款）6.04亿元。
增加的税利为基建投资的33倍。

挖潜、革新、改造同基本建设比，具有花

钱少、见效快、收益大的明显优点。因为更新

改造可以充分利用原有的生产基础，针对生产

薄弱环节，增添一些设备、厂房或改进原有的

设备、工艺，即可使生产能力获得迅速增长。
以棉纺为例，精纺机由原来的 V 字平棉锭子

改为轴承锭子，千锭/时产量由18公斤提高到

30公斤；以后轴承锭子又改为高速锭子，产量

又从30公斤提高到46公斤。从投资看，改造要

比新建节省得多，目前国内制造的棉纺钞锭，平

均万锭投资为280万元，而上棉七厂、九厂、十

九厂、五厂、十五厂、三十四厂、三十六厂等

7 个企业近两年来通过改造，扩大了30，688个
锭子，只花改造费用 271.9万元，平均每万锭

投资89万元，不到新建的三分之一。
通过挖潜、革新、改造，纺织行业的固定

资产面貌和技术状况也有了较大的变化。从帐

面上看，全行业1978年末固定资产原值19.35
亿元，已累计提取折旧11.04亿元，占原值的

57%，说明一半以上的价值已经折完了，磨损

程度已经较高了。固定资产的年龄结构也说明

使用时间较长了。棉纺公司所属34个厂拥有专

用设备24.421台，使用10年以下的占48.76%，

使用11年到20年的占12.64%，21年到 30年的

占15.81%，使用30年以上的占22.79%。把使

用在20年以上的加在一起，达38.6%。印染公

司所属25个厂拥有专用设备 2，103台，使用在

10年以下的占 62.15%，11年到 20年的占

17.59%，21年到30年的占 8.32%，30年以上

的占11.94%，比棉纺公司情况好一些，但使

用在20年以上的也占了20.26%。
但是，上海纺织行业的固定资产，无论用

磨损（折旧）的金额还是用年龄结构都不能真

实反映它的设备现状。许多设备虽然已使用三、

四十年，由于作过大量改造，“五脏六腑”已换

了新的，其面貌远非昔比。以改造进度较慢的

棉纺十六厂为例，这个厂的开条机、细纱机、
整经机是1945年进厂的，粗纱机是1943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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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卷机是1942年的。在这30多年中大多进行过

革新改造。如98台细纱机从1955年以来曾作过

6次较大规模的改造，共花投资90.18万元，占

细纱机原值的46%，有的设备如整经机改造费

用已超过了原值。经过多次改造，设备的技术状

况已有较大改进。再以改造较大的棉纺十二厂

为例，1978年末固定资产折旧已占原值74%，价

值已损耗近四分之三，却没有一点陈旧落后的

感觉。厂房油漆一新，光线明亮，设备大部崭新。
全厂设备已更新、改造98%，其中更新一半，

改造一半。这些设备在技术上比较先进，目前

还出口供应国外。
为什么帐面的磨损价值和使用年龄结构不

能真实反映设备的真实情况？一是因为新设备

增添了，老设备由于生产需要并不淘汰，出现

了“祖孙三代”同堂的情况。老设备超龄使用

的结果，使提取的折旧超过原值。如以棉纺十

六厂为例，这个厂1978年末已提折旧1，156万

元，占原值75.33%。而超龄使用的固定资产占

50.17%，因超龄 使用而多提的折旧（即固定

资产净值出现赤字）达218.9万元。如果把这部

分多提的折旧减去，那么，它的折旧占原值的

比就降为61.07%。二是按制度规定，革新单台

设备耗料在 500元以下的以及结合大修，用大

修理基金搞的改造，都不增加固定资产价值。
形成设备得到改造，而价值却不予 反映的结

果。

（二）

上海纺织行业的挖潜、革新、改造工作是

卓有成效的，不仅生产持续发展，而且固定

资产面貌也有了改变。但当前上海纺 织 行业

进行挖潜、革新、改造的需要仍然十分迫切。
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生产发展和国内外市 场

的变化，迫切需要增加高档产品，提高产品质

量，增强竞争能力；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以前的挖

潜、革新、改造工作开展很不平衡，欠帐仍多。
相对地说有四多四少：一是设备改造多，厂房

改造少。1969年危房面积占7.5%，1979年扩

大到 10.7%，达 66.5万平方米。厂房拥挤不

堪，不仅发展生产没有余地，而且已影响当前

的生产。好多弄堂小厂，建筑 密度 达 80%-
90%，有的达100%，厂内找不到一块空地，进

厂后不见天日。第三织带厂由于厂内没地方盖

厕所，只好盖在弄堂里。二是大厂改造多，小厂

改造少。第四制线厂设备陈旧，厂房危漏，却

担负着全行业20多个厂的漂染加工任务，改造

设备急需资金50万元，而厂里今年留用的折旧

基金只有4，000元，局里又无余力解决。三是拿

产量的项目多，治理“三废”项目少。纺织行

业有“三废”需要处理的厂子370户，占全行业

企业户数的80%。每天排放废水28万吨，每小

时排放废气11.1万立方米。已采取废水处理措

施的仅45户。织布车间噪音在100分贝以上，棉

纺纤尘严重。所有这些，既影响职工健康，又

同居民发生尖锐矛盾。已发生多次居民往车间

倒大粪汤和拦阻工人进厂工作的事情。四是生

产改造多，生活改造少。较普遍地存在着生产

挤辅助，辅助挤仓库，仓库挤马路的情况。企

业的辅助设施、生活设施如球场、食堂、托儿

所、医务室等问题突出。职工住房矛盾更为尖

锐，40%职工平均每人住房面积不到 3 平 方

米，大部分青年职工等房结婚。
从上海纺织行业的挖潜、革新、改造的情

况看，有以下一些问题需要研究改进的。
一、挖潜、革新、改造没有全面规划，没

有综合平衡。纺织行业的挖、革、改工作搞得

好，一条主要经验是，他们在每一个时期，都有

一个规划，并同短期计划相结合。既注意解决

当前生产中的突出矛盾和薄弱环节，又抓住那

些对改变技术落后面貌带有根本性和方向性的

课题不放。但是国家和各地区、各部门却没

有挖潜、革新、改造的全面规划，也没有一个

综合部门同整个固定资产投资结合在一起进行

全面的综合平衡。既不能控制总的建设规模，

又不能保证重点，把短线行业的一些重点项目

保上去，更不能制止重复建设、盲目建设、以

小挤大。挖潜、革新、改造工作处于各自为政

的状态，以致战线越来越长，力量越来越散，

管理越来越乱。这种长散乱的情况，并不亚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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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建设。
二、挖潜、革新、改造在国民经济中日益

重要的地位并未被人们所完全认识。“先生产后

基建，先挖潜后新建”的方针并未得到贯彻实

施。基建排上队，物资大体能解决，施工力量

可以得到安排，而措施项目则物资、施工力量

均无保证。目前纺织局自身拥有的施工力量，

只能承担任务的很小部分。而专业建工队伍既

无暇顾及，又认为这不是他们的任务。带土建的

挖、革、改项目，报批手续烦琐，关卡过多。
要动员拆迁、征地，要规划局批，往往旷日持

久，各种手续就要办上一年，影响革新改造。

三、挖潜、革新、改造多头插手，企业没

有自主权力，给企业造成被动。目前情况是谁

有钱谁就可以批项目。中央主管部可以批，有

关部也可以批；地方主管局可以批，有关局也

可以批，各个综合部门，如市计委、建委、经委、

三废办、进出口办、人防办、科委、环保办、节

约小组、财政局等都可批项目，批投资。一般

都指定内容，确定投资和范围，而且大部都是

单打一的以扩大能力拿到成果为条件。造成企

业工作五脱节：与企业更新改造规划脱节；与

治理三废脱节；与劳动保护脱节；与改善技术

后方脱节；与职工生活和城市改造脱节。总之，
这种东一鎯头、西一棒子的作法，从一个时期

或某个环节看，生产是上去了，但企业的不平

衡更大了，生产条件更差了，污染更严重了，
工厂内部更挤了，城市布局更乱了。

四、钱出多门，资金管得死，积压浪费大。
目前纺织局的挖潜、革新、改造资金渠道有 5

大类、30多种。这些资金渠道，都各有指定用

途，各有不同的来源，就象“封建割据”一样，

这个渠道有余，那个渠道不足，但不能调剂使

用。上海市今年可用于挖潜、革新、改造的资

金约有23亿元，估计连一半也 花不出去。挖

潜、革新、改造拨款由建设银行管，企业和主

管局留用的更改资金和利润留成中的生产发展

基金，大部份以自筹基建名义存入建设银行，

一部份存入人民银行。从贷款说，属于措施性

的贷款，中国银行贷，建设银行贷，人民银行

也贷。由于几家银行都管，大家都管不全，管不

好。企业更改资金的提存使用情况得不到全面

的反映。由于资金渠道多，管理分散，出现一个

项目找几个头，结果拿到“双份钱”、“三份钱”。

（三）

加强挖潜、革新、改造工作的领导和管理，

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生产经营效果，是当务之

急。我们的意见是：

一、提高对挖潜、革新、改造重要性的认

识，各方面要为必要的挖潜、革新、改造 开

“绿灯”。现有企业是搞四个现代化的立足点，
是进行新长征的“根据地”。在今后相当长的一

段时间内，特别是在贯彻以调整为中心的八字

方针时期，能源的节约；生产的增长，国内外

市场商品的增加，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资金

积累的扩大，主要依靠挖掘现有企业的潜力，

改造现有企业的装备来实现。因此，必须认真

贯彻“先挖潜后新建”的方针，在物资分配，
施工力量安排，资金供应，用地，拆迁，城市

规划等各个环节都要给那些确有经济效果的改

造措施以大力支持，促其上马，促其尽快实现。
二、要纳入建设总规模。要明确挖潜、革

新、改造并不是一些同志认为的那样，仅仅属

于简单再生产范畴，而是在保证维持简单再生

产的前提下，具有扩大再生产的因素。纺织行

业的实践是个有力说明。无论是固定资产价值

量还是实物生产量，通过挖潜、改造，都是大

大地扩大了。从资金价值量说，不仅反映使用

价值的固定资产原值大量增长，而且反映价值

的固定资产净值（固定资金）也有所增长。纺

织行业在1972年到1978年的 7 年中，用更新改

造措施资金增加的固定资产原值为 5.4亿元，
而同期退废的固定资产为 1.4亿元，增加数为

退废数的 3.8倍。从实物生产量来说，1978年

的产值比1971年增长66%。色织七厂1978年改

造织布车间，面积由5，700平方米扩大到7，200

平方米，并增添了 73台布机，共花投资 33万

元。改造前年产962万米色织布，改造后增加

生产能力210万米，增加21.8%；利润原来563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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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现增加140万元，增加24.9%。象这样的事

例，比比皆是。
挖潜、革新、改造既然包含扩大再生产的

因素，是建设规模的组成部分。国家和各地区

都要有一个综合部门来抓总，要同基本建设结

合起来，掌握总的建设规模和建设方向。支持

重点，制止那些可上可不上的项目。避免重复

建设，防止战线过长。
三、要有规划。国家和这地区、各部门都

要根据国民经济调整的要求和长远 规 划的 方

针、任务，本着有利于实行专业化协作，有利

于改组工业的原则，认真编制挖潜、革新、改

造规划，纳入国民经济计划。并要指导企业编

好挖潜、革新、改造规划。在挖潜、革新、改

造规划的指导下，从节约能源和材料，发展生

产，产品升级换代，扩大品种，提高质量，增加

盈利的目的出发，企业有权全面安排挖潜、革

新、改造工作。所需物资、施工力量可以通过

计划渠道，也可以通过市场调节取得，资金不

足，允许向银行申请贷款。总之，要给企业以

能够把事办成的权力，不要掣肘过多。应当规

定，凡是符合上级规划要求，基本上由企业自

己资金搞的措施项目，可以由企业自己决定，
只报上级备案。但是，需要办理征地、拆迁、统

一平衡燃料、动力、原材料、运输力量的项目，应

当报主管部门并经综合部门平衡后再做决定。
中央和地方各部门不要随意批项目，要同地方

和主管局商量，并经企业同意，纳入企业规划。
上项目也不能单打一，要兼顾到其他方面。

四、简化资金渠道，一切用于挖潜、革新、

改造的资金，包括中央下拨的，地方专项拨款

的，局和企业自留的，都统一存入局或企业在

建设银行开设的“挖潜、革新、改造资金户”，按

规划统一使用。一切用于挖潜、革新、改造的

贷款，都合并为一项贷款，贷款基金统一使用。
由管理固定资产再生产资金的专业银行——中

国人民建设银行发放。建设银行可以充分运用

企业自有资金的存款，支持挖潜、革新、改造

事业的发展，把资金管好用活。

工作研究
加强挖潜改造资金

的拨款监督

宗 文

在当前贯彻以调整为核心的八字方针中，
更好地挖掘老企业的生产潜力，实行先挖潜、

后新建的方针，有着重要的意义。自从1978年

国务院发出102号文件，要求建设银行把基本建

设资金和挖潜改造拨款全面管起来，至1979年

底，各地建设银行已接办了各种挖潜改造资金

45亿元。如何管好用好这部分资金，促进企业挖

潜、革新、改造，是建设银行的一项艰巨任务。
一、结合新建项目的调查，贯彻“先生产

后基建、先挖潜后新建”方针。许 多事例证

明，老企业的挖潜改造大有可为，一般不仅可

以节约投资，少占土地，而且工期短、收效快，

投产以后节省人员，收到较好的经济效果。建

设银行南京市支行去年选择两个同类型的玻璃

厂做了对比，以事实说明了这个问题。两个厂

都是在原来生产各种药瓶的基础上，经批准扩

建年产60万平米压花玻璃车间。由于两个厂指

导思想不同，走的路子不同，效果也不同。南

京十月玻璃厂，勤俭办企业，走挖潜革新改造

之路，老厂能解决的不新建，水、电、气、运输、

烟囱、油缸和动力设备都是利用老厂原有的建

筑和设备，工程于1978年 9月动工，同年年底

就建成投产。1979年共生产压花玻 璃 895，000

平米，上交财政收入92万元，44万元的投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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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于财政的本质，是财政本身所固有的又一

个客观职能。因此，在发挥财政筹集和供应资

金职能的同时，还必须十分重视发挥财政的监

督职能。列宁十分重视监督的作用，他不止一

次地强调，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对整个国民经济

的活动进行监督，他说：“如果对于产品的生产

与分配不实行全面的国家统计和监督，那么，劳

动者的政权，劳动者的自由，就不能维持下去，
资本主义压迫制度的复辟就不可避免。”同时还

说：“在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上，不报告不审核的

情形，这便是断送刚刚开始的社会主义事业，
这便是盗窃国库。”财政监督是国家监督的一

部分，在整个国家监督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
因此，必须充分发挥财政监督的作用，坚持按

客观经济规律办事，为社会主义守口把关，使

财政工作更好地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服务。

五、加强资金管理。企业的折旧基金应当

用于挖潜、革新、改造和设备更新，不能挪用

于基本建设，也不应当用作流动资金。目前的

情况是，一方面生产企业占用流动资金过多，
有人主张压缩几百亿元搞基本建设，一方面财

政上每年安排几十亿元补充流动资金；一方面

新建企业提取的折旧基金用不了，一方面老企

业急需更新的设备缺乏资金；一方面挪用折旧

基金搞新的建设项目（或车间），一方面更新

设备的资金又要财政上另拨专款，这些不正常

的现象都是人为的。结果助长基建战线越压越

长，产业结构极不合 理，“大而全”、“小而

全”、重复建设得不到制止。为了贯彻执行以调

整为中心的八字方针，企业的折旧基金必须专

款专用。各级财政部门拨付的挖潜、革新、改

造贷款基金，逐步把财政拨款改为建设银行贷

款。留给企业的折旧基金和生产发展基金除按

批准的挖潜、革新、改造计划使用外，多余的

资金，首先由国家发行政府债券或由建设银行

发行银行债券加以吸收，再有多余 存入银 行

（存那个银行由企业自愿）。企业进行挖潜、
革新、改造工程时，先花 自 己 的 钱，如有不

足，可以向银行申请贷款。

简讯
外国财经图书展览先后

在北京、上海、武汉展出

财政部人事教育司、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

联合举办的外国财经图书展览，于10月20日至

30 日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展出，11 月 上、中 旬

先后在上海、武汉两市展出。这是我国建国以

来举办的第一次外国财经图书展览。这次展出

的经济、财政、金融、

会计书籍，以及有关的

各种工具书共 3，500 余

种。参加展出的有美、

日、英、法、西德、荷

兰等国家300多家出版

公司和书商。此外，还

展出了台湾省和香港出

版的一些财经 管 理图

书。

简讯
财政体制与综合财政

讨论会在长春召开

1980年 9 月 3 日至10日，中国财政学会、

吉林省财政厅和吉林省财政学会联合在长春市

召开了财政体制与综合财政研究讨论会。参加

会议的有16个省、市、自治区的财政部门、 9

所大专院校及有关科研、领导部门等的代表97

人。会议就社会主义财政管理体制的概念、性

质，对现行财政管理体制进行改革的必要性，
财政体制改革应遵循的原则，财政体制改革与

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以及综合财政等问题，进

行了广 泛、深入的 讨论。对我国目前实行的

“划分收 支、分级 包

干”的新的财政管理体

制，也进行了认真地分

析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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