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应该试办的地方，
经省人民政府批准也可以进行试点，但一些边

远地区，或公社一级企事业单位不多，财务收

支还不大的公社，也不要一刀切，勉强试办。
我们这里讲的公社财政并不是要求都建立完整

的公社一级财政，而是要求切实加强公社的财

政、财务工作，至于采取什么组织形式，业务

管到什么范围，由各省财政部门根据自己的情

况，请示省人民政府决定，不强求统一。但不

论有无公社财政，都要有人管理支农资金。各

县的财政部门对公社的财政工作要切实加强领

导，并且要抓好农财干部的业务培训工作。
我们面临的任务很艰巨，也很光荣。我们

要认真贯彻叶剑英同志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精神，正确地贯彻

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

决定》，和党对农业的各项政策，把农业财务

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我们要充分调动农

业财务战线上广大干部的积极性，集中精力，
把农业尽快促上去，为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做

出应有的贡献！

定符合实际的中、长期统一计划和全面规划，
落实到企业，搞好资金与物资、设备以及施工

力量等各方面的综合平衡，保证物资、设备的

供应，保证革新改造资金不被其他方面占用，
以利于分别轻重缓急，有计划、有步骤、有重

点、扎扎实实地认真做好工作；在于要适当扩

大企业进行革新改造的自主权，担负相应的一

定经济责任；在于要发挥财政银行部门对老厂

革新改造的促进和监督作用，对革新改造资金

的分配使用，进行有计划的必要调剂，改进和健

全各种管理制度，加强监督检查工作，充分发

挥资金使用的经济效果。

短 评 重“新”不能轻“老”

根据我国老企业多，设备陈旧的特点，如何管好用

好为数很大的更新改造资金，对老设备有计划、有步骤

地进行革新改造，充分发挥现有企业的潜力，加速国民

经济的发展，对于加快四个现代化的步伐，具有重要的

意义。

实践证明：对老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往往只要花较

少的资金，用较短的时间，就 可以收到较大的经济效

果。因此，我们既要重视新企业的建设，也不要忽视老

企业的技术改造。对老企业进行技术改造不仅是发展老

企业生产的有效方法，而且，也是促进新企业建设的有

效方法。为什么呢？

建设新企业，一要资金，二要设备，三要人材，三

者缺一不可，从哪里来呢？老企业不但数量多，而且生

产的潜力也很大，是我们国家积累资金，制造设备，培

养人材的重要基地。

老企业经过技术改造，成本会降低，盈利会增长，

可以为国家积累更多的资金；

老企业经过技术改造，产品数量增加了，产品质量

提高了，有些企业就可以造出更多更好的设备；

老企业经过技术改造，干部会增加管理现代化企业

的经验，工人会掌握现代化的生产技术，可以为国家培

养更多的现代化企业的管理人材和技术人材；

老企业更新改造、挖潜、革新，时间短，收效快，

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国家有了更多的资金，更多的设备和更多的人材，

也就有了更多的建设新企业的物质和技术的力量。

我们要迎头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就要不断研究、试

验、采用、推广各种新技术。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要用

新设备新技术武装新建企业，同时也要用新设备，新技

术武装老企业，而且要正确认识二者之间的关系，新建

企业可以促进老企业的技术改造，老企业的技术改造也

一定会促进新企业的建设。如果老企业的设备是陈旧

的，技术是保守的，产品是落后的，一定会影响到新企

业的建设，也一定会影响到新建企业中新技术的采用。
因此，我们应该纠正那种以为建设新企业重要，对

老企业进行技术改造不大重要的片面性的认识，有计划

地有重点地，从资金上和技术上帮助老企业进行技术改

造，我们应该通过技术改造充分发挥老企业在我国农业

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中

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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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多年来，重工业的投资一直占着很大

比重，所以重工业固定资产多。如果采用“加

速折旧”办法，提取的折旧更多，投资比例也

越增越多；轻纺行业固定资产少，相比之下，

投资的比例也越来越小，肥瘦悬殊的矛盾也愈

加突出。而国家由于加速了 折旧，减少了 积

累，资金都分散在重工业企业中，就拿不出多

余的财力来“抽肥补瘦”支持轻纺等行业的发

展，结果必然加剧国民经济各部门间的比例失

调，增加了国家的经济困难。
我的意见：根据我们国家大，人口多，底

子薄，技术经济条件差的状况，至少在三、五

年内对固定资产折旧率和上交财政的比例不宜

作大的调整，即使小调整，也要有增有减。五

年后是否采用 “加速折旧”办 法，也值得 研

究。
为了解决设备陈旧的老厂和小厂更新改造

资金不足的困难，建议国家将上交财政的折旧

基金中，多拨出一部分用作技措贷款基金。我

们从实际工作中感到，通过技措贷款来“抽肥补

瘦”，能充分发挥投资的效用。

工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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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提存的折旧基金，一部份上交国家，一部份留给企业作为更

新改造资金使用。目前，留给企业的更新改造资金，一般占折旧基金

的百分之五十，这个数额是不小的，特别是大、中型企业，由于固定

资产多，所提折旧额大，留给企业使用的更新改造资金数 额是 很大

的。比如上海某厂每年留用的更新改造资金就有二百三十万元，比国

家对该厂每年的基本建设投资还大。一个企业每年有这样大的一笔资

金用于固定资产更新改造，对促进企业发展，完成国家计划是有很大

作用的。但是，目前企业的更新改造资金在管理和使用方面，还存在

不少问题。主要是：

（一）战线长，效果小。目前，企业用更新改造资金添置的固定

资产有两种情况，一是外购，二是自制。不论是外购或自 制固 定资

产，都存在战线长、工程多、占用资金大、投资效果差等问题。更新

改造一个项目，往往要二、三年才能完成，当年完成的项目极少。比

如上海某厂自制的一台磨擦压力机，已开工八年，用去二十六万元，

至今没有制成；一台油压机，打打停停，搞了五年，至今也没有完成。

有一个厂用更新改造资金搞的项目，经常有三百个左右的未完工程，

占用资金达一千余万元，为该厂每年提存的更新改造资金额的四倍。
二、质量差；浪费大。很多自制设备都是土法上马，边设想、边

试验、边制造、边改进中制成的，缺乏严格的图纸审查和技术鉴定，
往往在制成以后，才能发现技术性能差，不能发挥新增固定资产投资

效果。比如，上海某厂这种技术不过关、质量差的自制设备就有三、

四十项，价值达二百万元。在该厂占用的更新改造资金中，有百分之

三点九是质量不好的外购设备；有百分之三点六是厂里无主管单位验

收的项目；有百分之二十五点一是长期完不成的自制设备；有百分之

三点三是待处理设备；有百分之九点四是准备报废注销的项目。以上

共计占百分之四十五点三。一个厂子占用的更新改造资金中，就差不

多有一半是呆滞在那里，不能发挥投资效果，这是多么大的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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