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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提 高 固 定 资 产

折 旧 率 的 意 见

朱 民 杰

最近有些同志写文章、作报告，都提出了

固定资产折旧率太低的问题，认为这是冻结技

术进步的小生产管理方法，与加快“四化”相

抵触的 “竭泽而渔”的政策，亟需改进。他们

主张折旧时间要大大缩短，折旧率要大 大 提

高，折旧基金全部或大部分留归企业支配。我

们对这个问题有一些不同的见解，现提出来供

探讨。
我们现行固定资产的折旧年限，房屋建筑

物长些，有的四、五十年；机器设备短些，有

十多年、二十多年不等。按综合折旧计算，机

电行业一般二十五年，化轻行业一般二十年，
老厂折旧时间短些，新厂长些。这同目前各主

要资本主义国家竞相推行 的“加 速 折旧”制

度，设备折旧年限缩短在十年、八年、五年相

比，我们现行的折旧时间是长了，折旧率也低

了，但根据我国现状，如果把固定资产折旧时

间也缩短为十年，“加速折旧”，将会带来以下

二个问题。
一、“加速折旧”增加产品成本，减少财政

收入，加大浪费。
资本主义国家，垄断企业加速固定资产折

旧，目的是为了增加资本积累，刺 激资本 投

资。他们提高固定资产折旧而 增加的产品成

本，是转嫁到产品使用者和消费者身上。我们

是社会主义国营企业，提高固定资产折旧而增

加的产品成本，就不能随便转嫁到产品使用者

和消费者身上，其结果是用减少国家收入来增

加国营企业的更新改造资金。全国固定资产几

千亿元，折旧率提高 1 %，就是几十亿元，折旧

率提高 5 %到 6 %，就是几百亿元，对国家的资

金积累影响巨大。所以从目前我国的经济状况

看，“加速折旧”是不明智的。
再从我国现有资源和技术经济条件看，要

“加速折旧”也有困难。我们国家大，人口多，底

子薄，基础差。就以上海来说，老厂占百分之六

十五左右，它们的设备是四十年代、五十年代

的。如果都要更新，财力、物力、技术条件都

不可能。如某造船厂有六台大型辊床，是五十

年代产品，一九七五年拟更新一台，委托某机

器厂加工制造，每台造价二百万元，订合同时

予付五十万元，至今四年，一台辊 床 还未造

出。如按 “加速折旧”理论，六台辊床需要全

部更新，那只好向国外进口了。而该造船厂的设

备很多是几十年前的产品，都要改旧换新，就

得化几亿元投资。所以根据我 国老厂数 多面

广，设备陈旧的特点，对老设备必须采用有计

划有步骤地进行革新改造同设备检 修结 合 起

来，力求充分发挥现有设备的效用。
那末现在的固定资产折旧是否太低而影响

了企业固定资产的更新、改 造、革新、挖 潜

呢？要分二方面来讲：从我国的现在经济状况

和技术条件来讲，目前的固定资产折旧率不算

低。就以上海地方国营企业一九七八年的固定

资产平均折旧率来看，所提取的折旧基金是当

年清理报废固定资产的三倍以上，即使扣除上

交财政百分之五十以后，企业的折旧基金留用

数仍然是清理报废固定资产数的一倍半。目前

所谓折旧率低和更新改造资金 不 足，主要原

因，是把好多钱用去搞基本建设、搞新建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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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了。
从具体单位来讲，要区别二种情况：一种

是设备陈旧的老企业和小厂，固定资产价 值

小，折旧基金提成数小，再上交了一部分，企

业留用的折旧基金数显得少了些。目前是采用

“抽肥补瘦”办法，由上级专项拨款和技措贷

款帮助解决，效果较好。如某金属制品厂一九

七一年的固定资产是三十一万五千元，一九七

八年底上升到九十八万元，上升二点一倍。这

七年企业提存留用的折旧基金不到十万元，其

余五十多万元是靠上级拨款和技措贷款，使这

个小厂的生产和上交财政都成倍增长，劳动条

件大大改善，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如果折旧

年限缩短为十年，折旧基金全部留 归 该厂支

配，每年递增的固定资产也只有三万多元，而

“抽肥补瘦”每年平均可增加固定资产近十万

元。
另一种是新建的 大 中 型企业，从多数来

说，现在留用的折旧基金，不是低了，而是使

用不当，被浪费掉了。如某锅炉厂一九七八年

提取折旧基金三百三十四万元，占 生 产成 本

4.8%，如果折旧年限 缩短 为十年，一年的折

旧基金提高到八百五十万元。而这个厂固定资

产使用情况怎样呢？一九七八年每百元固定资

产的总产值九十八元三角，比前七年平均下降

二十三元四角。国家投资年年增加，而未使用

的固定资产也年年增加，一九七八年未使用的

固定资产三百五十七万元，是一九七一年的六

点二倍，是前七年平均数的二点九倍。这个厂

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八年共花技措资金二千万

元，据说确有实效的只占百分之三十。有一台

数控镗铣床，计划费用八万元，实际花了近三

十万元，一个月做不上几天，还常有故障。外

购设备中有一台精密数控镗床二十四万元，一

台进口的端面车床二十六万元，买来四年，迄

未使用过。由于设计没有经验，考虑不周，计

划多变，有的项目还未完工，就报废处理。如

去年就撤销了三十二项，已发生费用三十七万

元。去年冬文明生产中，车间清出的二千多吨

废钢中，有不少就是报废的技措在制品。技措

资金的使用，浪费非常严重。如某汽轮机厂专

用基金未完工程一千多万元，最近对历年技

措、科研、新产品试制费项目进行清理，作报

损核销处理的共九十七项，已发生费用三百七

十二万元。

企业留用资金过多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统

筹考虑少，不利于专业化协作。这部分自筹资

金没有纳入国家计划，就不可避免使某些项目

安排带有盲目性，从本单位需 要出 发，搞了

“大而全”、“小而全”。现在不少大厂从生产到

维修，从铸造到加工，都配套成龙，喊得应，
不求人，管起来顺手，用起来方便。就以铸造

工业而言，上海的铸造能力已超过生产需要，
但不少厂的铸造车间还在增加投资，扩大生产

场地，增添更新设备。既造成投资方面浪费，
也导致铸件产品成本高，甚至发生亏损。

以上问题，都归罪于折旧基金留用过多也

不公平，因为涉及到很多具体问题。不过也说

明在目前的经济管理中，企业留用资金越多，
浪费越大。所以很多大厂的财务人员说：折旧

基金上交一部分给财政是个好措施，可以减少

浪费。因此当前的主要问题，不是要普遍“加

速折旧”，而是如何来加强更新改造资金管理，

对在建的专用基金工程项目，进行认真清理，
该上的上，该下的下，务求专用基金的使用，
讲究经济效果，把钱用在刀口上。

二、“加速折旧”不利于基建战线的调整，

加剧国民经济比例失调。
搞好基本建设的调整，主要解决好“长、

散、乱、费”的问题。目前技措项目存在的问

题，同基本建设一 样，一是战 线 长，力量分

散，未完工程项目多。去年技措项目清理中，
发现拖了三年、五年没有完工的 “胡子”工程

非常普遍。如某造船厂在一九七八年七月底未

完工的技措项目有三百二十六项，已发生费用

一千零二十五万元，其中属于一九七五年以前

的未完工程项目一百二十二项，金额四百七十

三万元，对外协作的一百二十四台车床，有一百

零五台质量不符要求，设备科不给验收入帐。
二是不少技措项目安排不切实际，投资大，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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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车间、部门用“钓鱼”办法争投资，争项

目，造计划时总讲项目如何重要，经济效果如

何好，用款计划尽量压低。由于审核不严，管

理混乱，项目批准后，听任放手干，用款不加

控制；材料设备要多少，可以领多少，“面多加

水”，“水多加面”，使项目越造 越大，标准越

来越高，用款计划一超再超。如某机电厂的一

个电镀流水线项目，原来手工操作六个人，改

建为自动化电镀后，据说操作可减为三人，计

划用款三万元，动工后又追加三万元，做了二

年多，用去二十多万元，其中付给集体企业的

料、工费就有十万元左右，仅外省一个社队企

业来车间铺地坪，就花掉三万多元，比整个项

目计划数还多。
项目多，力量分散，不是施工力量不足，

就是材料设备缺口，助长开后门、物物交换不

正之风，给思想不纯的人有机可乘。我们工作

中发现的国营企业委托集体单位对外协作中，

虚报工时，抬高工价，冒领 加 工材料，质量

低，售价高，贪污盗窃的案例不少，使国家财

产受到损失浪费。这也是项目多战线过长带来

的不良后果。
目前的单项技措，不 光 是 几 千元、几万

元，有些大型技措项目 是 几 十万元、几百万

元，甚至上千万元。光是上海一九七九年安排

的属于一百万元以上的大型技措就 有 三 百多

个。技措项目数要比基建项目数多得多，如果

基建战线缩短，基建投资降低，而固定资产折

旧率却要成倍增长，企业自留的折旧基金数却

要增加几倍，其结果是：缩小了的大基建，还

远远抵不上扩大了的“小基建”，使 有限 的 资

金，仍然不能集中起来充分使用。因此，“加速

折旧”不利于基建战线的缩短，不利于国民经

济的调整。
再从调整投资的比例看。基建调整是二个

方面，一是调整基建规模，二是调整投 资 方

向。要使基建的规模同现有的财力、物力和人力

相适应，项目就要有上有下，有增有减。而现在

正在建设的项目，按投资计算，投资效果较差

的重工业占的比例较大；投资效果较好和国计

民生迫切需要的轻工、农业和其他行业占的比

例较小。所以投资方向要作适当的调整。而重

工业大多是第一个五年计划后新建起来的，投

资比例大，固定资产价值高，提取固定资产折

旧也多，生产设备和加工力量雄厚，但投资效

果却低。以某区四个大型机器厂为例，一九七

八年固定资产原值六亿一千六百多万元，百元

固定资产的总产值为七十二元六角，是四个厂

历史最低水平，比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七年五

年平均数下降一十五元三角。一九七八年利润

一亿一千万元，百元固定资产的利润一十七元

八角，比前五年平均下降五元一角。一九七八

年提取的折旧基金二千二百多万元，上交财政

及主管局后，企业留用数约八百万元，加上其

他拨款，这四个厂一九七八年的可用资金并不

显得紧张。如果折旧年限缩短为十年，这四个

厂一年提存的折旧基金就有五千六百万元，比

制造轻工大件产品的二个大厂现有固定资产的

总数还多。轻工二大厂一九七七年底固定资产

五千余万元，利润一亿零五百多万元，百元固

定资产的总产值七百三十九元六角，利润二百

一十一元三角，与四大机器厂同期相比，固定

资产只占百分之八点三，但产值是百分之八十

二点九，利润是百分之一百零点七九，轻工的

投资效益比重工好。所以近几年这二个轻工大

厂每年都投资四百万元左右，大部分是上级拨

款和技措贷款，使产量直线上升，满足国内外

市场需要，也为国家积累大量资 金。这 些厂

小，提取折旧基金少，即使采用“加速折旧”，

基金也不可能增加很多，生产也不可能发展很

快。所以小厂希望“抽肥补瘦”，不希望“加速

折旧”。上海机械行业一九七八年专项基金和小

型技措贷款基金完工的固定资产数是企业折旧

基金留用数的二点一五倍。轻工行业专项基金

和小型技措贷款基金完工的固定资产数是企业

折旧基金留用数的三点七三倍，说明采用 “抽

肥补瘦”办法，才能逐步缩小肥瘦悬殊的差

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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