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的原因是各级政府的思想观念还没有根本转变，依

然受“大而公”的思想影响。地方利益的独立性是客观

存在的，各地采取的企业政策主要从本地的利益出发

是必然的，地方政府在处理国家和企业的分配关系时

总是站在企业的立场上也是情理之中的，加上改革开

放以来国家对某些地方采取的优惠政策，也的确为企

业竞争带来了不平等的条件，致使企业对政府的依赖

思想总不能根本改变。要企业转换经营机制，不仅要

理顺国家和企业的分配关系，还必须理顺中央和地方

的分配关系，使地方政府真正站在调控本地区经济发

展的高度来对待企业问题。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关系，

主要体现在财政体制上，财政体制要理顺必然要走分

税制这条路。至于目前实行分税制的条件是否成熟，

笔者认为，只有通过改革创造条件，绝没有现成的条

件。

总之，在企业经营机制转换工作中，政府各部门

的职能要首先转变，要为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创造条

件，注重健全国民经济运行新机制，建立国民经济运

行新秩序。要企业能自负盈亏，就要首先使企业能依

法约束、自求发展，进而就要求企业真正成为依法独

立自主经营的实体。这一切都要见诸于全面、系统、

配套地推进改革向纵深发展。

（大连市财政局供稿）

大力支持新产品、新技术开发

促进产品结构调整
陈秉莉  卫良汉  殷 虹

近年来，随着市场的结构性疲软和消费需求的变

化，被前些年经济过热掩盖下的产业结构，特别是产

品结构不合理的状况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成了制

约我市企业经济效益稳定提高和国民经济持续、稳

定、协调发展的突出问题。因此，积极采用新技术、

开发新产品、增产适销对路产品、加快产品结构调整

步伐，已成为提高我市企业经济效益、走出经济低

谷、缓解我市财政困难的当务之急。

应当说，早在“七五”前期，产业结构、产品结构

不合理的矛盾就已引起了党和国家的重视，我市一些

经济研究部门和实际工作者也对此做了一些调查研

究，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措施。国务院和市政府曾

陆续制定了一些支持企业应用新技术、开发新产品、

调整产品结构的财税优惠政策。如允许企业部分新技

术、新产品开发费用在成本中列支；允许企业按销售

收入的 1% 提取技术开发费；允许企业用税前利润归

还科技贷款和技术开发贷款等。这些优惠政策，对搞

活企业，增强企业发展后劲，推动企业技术进步和产

品结构调整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据市有关部门调

查统计，市属6 个工业主管部门的 127 户企业的 720

种主要产品中，有 36% 是近 3 年来开发的新产品。

1989 年市属工业新产品产值率达 18% ，比 1986 年

提高了 7.25 个百分点，新产品利税率也由 1986 年的

7.8% 增长到 16% ，并创出了一批具有国际 80 年代

先进水平和在国内同行业中具有较强竞争能力的新产

品及出口创汇产品。如西安造纸网厂 65 / 195 目三

线聚酯网，陕西缝纫机厂 G C 6- 1高速平缝机，黄河

牌、海燕牌彩色电视机，骆驼牌搪瓷提环锅等。但总

的来讲，我市企业应用新技术、开发新产品的步子迈

得还不大，效果也不十分明显，产品结构调整赶不上

市场的变化，产品卖不出、销不动、大量积压的现象

还较为普遍。截止 5月底，市属预算内工业企业产成

品积压达 10.5亿元，问题十分严重。

针对这个问题，我们最近做了一些调查，从反映

出的情况看，我市企业产品结构调整步子慢的主要原

因是：

一、观念陈旧，重速度、轻效益、轻开发，缺乏

创新意识和长远打算。从宏观指导上看，还没有真正

把开发新产品、调整产品结构放在应有的战略位置上

来，全市至今尚无工业产品结构调整的总体规划，一

些企业主管部门也无总体打算，在计划的实排上仍然

以产值作为主要考核指标，一些企业即使开发一些新

产品，也还带有一定的盲目性和局限性，以质量和产

品开发求生存、求发展的意识还未深入人心。从微观

上看，尽管这些年来，我国从财税政策上给予了企业

以很大的支持，但由于一些企业缺乏对技术改造和产

品开发应有的重视，没有产品开发计划，有的企业虽

然有年度开发计划，但由于种种原因也仅限于纸上，

难以落实，使这些优惠政策难以充分发挥应有的作

用。据统计，仅 1989 年一年，市属预算内工业企业

提取的新产品、新技术开发资金就达 4 千多万元，加

上财政拔付的科技三项费用和银行发放的技术开发贷

款和科技贷款共达 8 500 万元，相当于当年销售收入

的 2.13% （这个比重高于全国 1.9% 左右的水平）。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目前的问题是，这些资金有的被挪作它用，有的被闲

置浪费，资金使用效益未能充分发挥出来。特别是在

一些承包企业中，承包人不愿搞见效慢、有风险的新

产品开发，“以包代管”现象严重，企业管理弱化，素

质下降，产品开发无人负责，对科技人员缺乏相应的

鼓励政策，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受到一定影响。有的企

业科技人员上班无事干，自找活路，为外单位搞设

计、搞研究。其结果只能是产品几年甚至十几年一贯

制，年年老面孔，边生产，边积压。

另外，由于科研与生产、科研与市场的中介环节

不完善，政策环境、管理体制不适应，企业装备落

后，管理素质差，难以吸收和转化科研成果，我市科

研单位的科研成果在我市的转化率只有 10% 左右，

我市科技优势难以充分发挥，这也是我市产品结构调

整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企业效益下滑，缺乏承受能力，国家给予的

财税优惠政策部分企业享受不到。支持企业开发新产

品、调整产品结构、提高经济效益是社会主义国家财

政的职能所在。但是，由于这些年国家财政比较困

难，出台的一些财税优惠政策都是本着财政少收些、

企业承担一些的原则制定的，这就要求企业具有一定

的消化能力，而且要正确处理好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

的关系。这些年，由于我市一些企业对产品开发重视

不够，抱残守缺、多少年一贯制，再加上近两年来市

场结构性疲软、消费需求发生变化、原材料涨价及管

理不善等原因，效益大幅度下滑，甚至发生亏损，缺

乏承受能力，难以享受优惠政策。据对 8 户“超前企

业”调查，1989 年有 3 户企业，1990 年有 4 户企业

未提取新产品开发资金。还有一些企业则是在经济环

境变化、企业效益不高时，不能正确处理眼前利益与

长远利益的关系，只保工资和福利，放弃了享受优惠

政策的权力。这种现象在工效挂钩企业中表现尤为突

出。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陷入恶性循环，长此下去，

后果很难设想。

三、脱离群众，贪大求洋。我市有些企业不从本

厂可用资金的实际出发，不是把产品开发的重点放在

投资少、见效快的短、平、快项目上，集中资金、集

中精力打歼灭战，而是认为小改小革难成气候，一味

多上项目，上大项目，使本来就很紧张的资金缺口更

大，拖长了开发周期，使开发项目难以尽快投产见

效。还有一些企业把技改项目当成基建项目干，摊子

越铺越大，建设周期越拖越长，当项目建成时，产品

已经过时，骑虎难下。我市有些企业、行业陷入困境

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此。

如何改变目前这种状况，加快我市企业产品开发

和结构调整步伐，提高企业经济效益，我们认为需要

从多方面入手，但重要的是要抓好以下几点：

首先，要解决认识问题。不管是企业主管部门还

是经济综合部门，不管是企业领导还是职工群众都应

把搞好产品开发和结构调整提高到保证国民经济持

续、稳定、协调发展这个战略高度来认识，真正树立

以质量求生存、以品种求发展的观念，把产品开发和

结构调整当作企业生存的先决条件，作为当前经济工

作的主要任务，制定切实可行的长远规划和近期计

划，从人力、资金、物质、设备等方面给予重点保

证，真正做到生产一代，开发一代，储备一代，构思

一代。

2.抓好现行政策的贯彻落实，用好、用活、用足

现行财税优惠政策。一是要狠抓企业内部管理，提高

经济效益。当前，在产品开发上，应重点开发那些投

资少、见效快的项目，增强消化承受能力。二是要处

理好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用活、用足现行政

策，集中资金搞好产品开发，以提高企业在市场经济

中的竞争力和发展后劲。

3.继续从财税政策上支持企业开发新产品。在国

务院和市政府已出台的各项优惠政策基础上，财税等

综合部门还要做好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增强国营大中

型企业活力的通知”和“西安市人民政府关于加速科技

成果转化，推进科技开发的若干暂行规定”的贯彻落

实工作。同时，要在财力许可的情况下，适当增加对

企业新产品开发的资金投入。可适当集中企业折旧基

金，在资金所有权不变的原则下，由同级财政部门和

企业主管部门统筹安排，有偿使用。重点扶持那些技

改和新产品开发任务重的企业。为了鼓励企业开发新

产品，我们决定在年终考核时允许企业在承包合同规

定的超收分成比例的基础上，按新产品产值率、产销

率增长幅度，增提一定比例的超收分成。

4.加强新产品开发基金的管理。各级财政部门和

企业主管部门，要加强监督、检查、帮助企业管好用

好新产品开发基金。企业从销售收入中提取的新技术

开发费，在留利中提留的新产品开发基金，以及减免

的新产品税、增值税用于新产品开发的部分等，一定

要专款专用，不得用于低水平的重复和简单再生产，

更不得挪作它用。对挪作它用的，应追究企业领导和

有关当事人的责任。企业进行新产品开发，一定要做

好可行性研究，对盲目上马，造成经济损失的也应追

究当事人责任。

（西安市财政局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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