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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国经济效益的病态透视

目前我国的经济效益虽不能说已跌进历史的最低谷， 但已表现出比较严重的病态和持续
恶化的趋势。 事实上，我国经济效益下降的迹象是从 “ 一五”时期以后就有的， 但是近几

年， 尤其是通过一个时期的治理整顿， 在话如 “ 经济过热” 、 “ 恶性通货” 等一系列困扰国
民经济发展的间题刚刚被初步抑制的同时，经济效益却更加恶化，入们对此不能不加以关注。

那么， 我国的经济效益状况究竟如何， 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到底落后到何种程度呢？下面
的分析可以回答这一 问题。

（ 一 ）我国的生产力要素是在高投入低产出的水平上运转。
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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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份 1953 1957 1962 1965 197 0 1978 1984 1986 · 1989 
百元固定资产
原值实现的利税

（元） 3 0 .8 34.2 15.8 29.7 32.3 24.8 22.3 19.9 17.5 

初含产品物耗率％ 」邑互＿性．5 48.7 48.5 49. 3 56. 0 57. 1 58.7 62. 1 
每吨能耗实现的国民收
入 （元）

1522 1146 572 755 727 . 573 756 799 857 
--·-

资料来源： ＜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1990年。 产值按1980年不变价格计算， 能源消耗按标准煤计算。

从表1可以看 出， 物化劳动效益是下降的。 1. 百元资产原值利税率1989年与1953年
相比， 下降了约13个百分点， 据此 ，1989年少实现利税1300多亿元； 2. 物质资料的消耗占

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1953年为43.5%, 1989年为62.1%， 上升了18.6个百分点， 仅此1989

年就多消耗了2556亿元的物质产品； 3． 每吨能耗实现的国民收入1953年为1522元，1989年
为857元， 下降了665元。 上述的“二降一升” 便损失了数千亿元的国民收入 。

表2

年 份
全民独立核算工业企业

工资利税率％
全部工业企业百元工资
净产值（元）
国营工业企业全员劳动
生产率＿（元／年）

1952 1957 1960 1965 1970 1978 1983 1986 1989 

151.6 225.6 334.7 357.8 397,7 337.2 329.9 240.8 193.9 

452.6 38 0.7 444.9 48 0.5 556.0 554.2 51 0.8 476.6 51 0.4 

42 00 6376 588 0 8995 10167 11131 13049 15451 18320 

资料来源： 根据＜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 1988年和＜中国统计年鉴＞ 1990年有关数据整理．

表2表明， 我国的活劳动效益也不理想。 如果仅从人均产值来看， 似乎全员劳动生产率

的增长并不缓慢，但如果把活劳动的全部费用考虑在内， 则我国的劳动力成本产出率是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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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这可从表中的工资利税率和百元工资净产值看出。
表3

年 份
资金利润率％
资金利税率％
百兀工业总

动
产

资
值占

用的定额流 金
（元）

1952 
19.2 
25.4 

23.1 

1957 1960 1965 1970 
23.9 32.6 20.9 20.1 
34.6 43.6 29.8 30.6 

19.4 24.5 25.6 29.9 

1 978 
15.5 
24.2 

33.4 

资料来源： ＜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 1988年和国家统计局有关资料 ．

切

1981 1 987 1989 1990 
15.0 10.6 7.2 2.7 
23.8 20.3 17.2 

32.0 33.1 32.2 

从表 3 可以看出， 资金的投入与产出也是不成比例的， 据统计， 1978一1989年全民工业
企业累计资金投入达6.61万亿元， 约相当于前29年投入资金之和， 而资金的使用效益却很低
下。 1． 百元资金利润率1960年最高达32.6%, 1990年降到最 低， 只 有2.7%， 下 降了近
30个百分点， 汇资金利税率1960年最高达43.6%, 1989年最低为17.2%， 据测算这个指标
每下降一个百分点， 财政少收约80亿元； 3. 定额流动资金占用愈来愈高， 1989年与1952年
相比， 每百元工业产值多占用资金9.1元。 近几年企业流动资金缺口加大， 尽管是多种因素
所致， 但资金占用大、 周转慢、 效益低也不能不是原因之一。

与上述生产要素低效使用相伴而行的是企业产品成本居高不下， 亏损企业和亏损额大幅
度上升。 1957年我国工业产品百元销售收入的成本为68.1元， 以后几乎是年年上升， 1965年
为69元， 1980年为73.3元， 1983年为75.8元， 1989年升至82.7元，国营商业百元销售收入的
流通费用1980一1981年为7.8元， 1983一1985年为8.4—8.6元， 1986一1989年上升为 9 —9

元；全民所有制企业可比产品成本1952年是下降2.3%,1965年下降8.8%,1978年下降4.6%,
进入80年代， 这一 指标由下降转为上升， 而且上升的幅度越来越大， 1984年上升2%,1985一
1987年上升约 7 %, 1988年上升15.6%, 1989年又增至22.2%。 成本上升的同时， 是亏损企
业和亏损额的逐年增加， 1980年我国的亏损企业很少， 亏损额也只有34.3亿元， 1989年国营
工业企业亏损面已达19.2%， 亏损额136.6亿元， 1990年 1-·10月亏损面又扩 大 为35%， 亏
损额高达228.8亿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117.4%。 CD

（二）我国的基建效益在下降。
多年来， 我国的投资规模逐年扩大， 而投资效益却一年不如一年。表现在： 1． 投资系数

（即每增加 1 元国民收入所需的投资）越来越高， “一五” 时期平均为1.9元，1981-1983年
平均为2.6元， 1989年为2.98元， 1989年与 “一五” 时期相比，同样多的投资少实现国民收入
近500亿元； 2 ． 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下降， “一五” 时期为83.6%、 “二五” 时期为71.5%, 

“三五” 时期最低为59.4%, “七五” 时期的1986年为79.1%, 1989年又降为75%，义基建
资金占用额大幅度增加，＂一五” 时期未完工程占用额为59.1亿元， “三五” 时期为322.3亿
元， “ 六五” 时期为744.6亿元， “ 七五” 时期的1986年为1115.0亿元， 1989年高达1808.9亿
元J 4. 大中型建设项目投产率在降低，“一五”时期为15.5%, ”三五”时期为11. 5%，“五五”

时期最低为7.4%,“六五” 时期为12.5%,1989年降为9.8 %。 © 以上数据表明， 我国的建设
资金在扩大， 建设周期在拖长， 资金占用在上升， 投产使用率在下降， 基建效益明显不佳。．

扩大我们的视角还会发现， 我国的经济效益不仅与历史水平 “今非昔比“ ， 而且与国际
先进水平相比也相差甚远。 10年来， 我国的能源工业发展比较迅速， 原煤、原油和发电楹，
目前已居世界前列， 但由于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失调、 技术装备落后等原因， 使我们失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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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利用资源所能达到的最好效益。1986年我国能耗拭为 8 .09亿吨标准煤，是 日 本 的1. 86
倍，联邦德国的2.34倍，法国的3. 84倍，而同期我国的GNP只及日本的13.9%，联 邦 德 国

的30.5%，法国的37. 5%。＠ 相差之大的根源就在于我们的能耗高、 浪费大。据世界资源研
究所的资料表明， 每生产 1 万美元的GNP, 我国的能耗是法国的4.91倍，日本的4.43倍 ，美
国的2.1倍，加拿大的1.77倍， 印度的1.65倍，＠ 据此可以推算， 即使我国的能源不增加，
只要利用率能达到世界平均水平，产值就可翻番，这是多么大的潜力］

劳动生产率是我国增长较快的效益指标，1978 ,..._,1989年全员劳动生产率平均增长4 .7%,

可是与国外先进水平相比则黯然失色，1986年 美国工人的平均劳动生产率是我国的28.9倍，

日本是我国的25.2倍，南朝鲜是我国的6 倍；分行业看，1989年年我国机械制造业的最佳劳

动生产率为2.27万元人民币，而在 80年代中期， 美国机械行业的该指标为9.35万美元， 日本

为9.45万美元，联邦德国为6.7万美元，法国为6.38万美元。＠悬殊之大， 令人震醒！

综合以上分析，可作如下归纳：

(1)我国经济效益的下降是一个持续多年的历史现象，目前日趋恶化， 说明其间有着
难以遏制的制约因素。 (2)党的十二大提出，经济工作 要转移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

轨道上来，10年来，这一转变仍未实现，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仍属于高耗低效的粗放型
和速度型经济。 (3)经济效益下降，给国民经济带来许多 “ 险象” ，一是国家财政更加困
难，已陷入连年赤字、 内外债务夹击的两难境地；二是造成了能源的短缺与浪费并存、 生产

能力的不足与大量闲置相伴；三是产品质次价高，库存积压增加，有效供给受到限制， 四是
经济效益如此恶化下去，对我国的 “三步“ 经济战略目标的实现将是一个挑战。 (4)高投

入、低效益支撑的经济高速度将不会缩小我国与先进国家的实际差距，相反只会进一 步拉
大。因此，·严峻的现实已容不得我们对效益问题听之任之了。

二、 经济效益病态的根源考证

直观之，目前经济效益的恶化，是由近几年原材料价格上涨，利率、 汇率的变动，工资
侵蚀以及企业的掠夺性经营等等所致，但这只是间题的一个侧面，是表象原因。 对千一个历

史性的、 持续下滑的经济问题，仅仅停留在这个层次上的分析是不够的，也将无助于问题的

最终解决，为此还应进行深层探源。
（一）生产力要素本身素质低下，制约了经济效益的提高。在发达国家中，经济增长、

效益的提高与生产力要素的技术进步水平是正向关联的。18世纪末英国科技产生的生产率与
手工劳动的生产率之比为 4 : 1 , 到19世纪中期，该比例提高到108 : 1, 同时，发达国家技
术进步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也是逐步扩大的，本世纪初是 5 —10%，到70 年 代 已达50—

70%, ＠而在我国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目前还不足30%，其原因是我国多数行 业 和
企业的生产要素的技术进步是缓慢的。首先，从物的要素看。在高、 精、 尖技术和设备的另
一面，还有大蜇陈旧的、 技术装备低下的设备在运转。据第二次工业普查资料显示，全国重
点工业企业中，生产设备性能达到国际一般水平的占13%，属于国内先进水 平 的 占 22%,
还有约65％的设备是处在性能一般或落后状态；从出厂时期论，70年代以前出厂的占23%,

其中60年代的设备占13.2%, 50年代的占8.6%｝分行业看，属于国际先进水平的 设 备， 电
，子工业占5.8%，机械工业占4.8%，有色金屈工业占6.1%， 建材行业占 5 %，化学工 业 占

10.2%。© 这样落后的装备，造成高耗低效，如目前全国拥有的近30万台工业锅炉， 大多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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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 “煤老虎” 、“电老虎 ”、 “ 油老虎” ，耗能高，热效率极低。 其次，从科技成果的吸收和利
用看 。 建国40多年，我们取得的科技成果的确不少，但由于缺乏科技成果迅速转化为生产力
的能力和市场，致使目前我国技术成果的利用率还只有10一30%， 而国外的水平 一 般 都 在
50％左右。同时技术引进的效益也是差的，近10年，我国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达1.7万

多项（说是先进，实际上大多是别人70年代和80年代初的技术），耗汇约270亿美元，＠ 可
有些技术不是我们玩不转（已经消化吸收的只占10%'J＇)，就是大量重复引进，如近 几年全国
共引进彩电生产线113条，仅广东地区就重复引进30一40条，目前全国的彩电装配能力已超
过2000万部，＠而1989年的彩电产掀只有940万部，生产能力闲置50%，电冰箱、洗衣机等生
产线的引进也是 如此。 最后，再看人的素质。 技术进步的关键是劳动者素质的提高，目前从
总体上说我国劳动者的素质还是比较低的。据统计，1990年全国每万人中大专以上文化程度
的有142人，高中文化的有804人，文盲半文盲还有1588人。＠ 与发达国家相差 2—5倍。

（二）产业结构失衡和区域产品结构雷同，抑制了经济效益的提高。产业结构是配置资

源的关键， 对于各种资源还较为稀缺的我国，优化产业结构，合理配置资源，对于提高经济效
益尤为重要，可目前我国产业结构中长线过长、短线过短、基础产业不牢、 “瓶颈” 制约加

剧的状况 还比较突出。 (1)近二年农业虽有超历史发展，但其前景不容乐观，拖国民经济
后腿的状况仍难改变。 (2)加工工业受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的 “瓶颈” 制约程 度仍在 增
强。1978一1989年我国的能源产猛年均增长4.5%，全国货运周转量年均增长9.1%， 而加工

工业却年均增长16,2%，几种主要加工产品的年均增速更是大大超前，汽车为13.4%，电视机
为43·6%，电冰箱为64.5%，电风扇为38,4％产造成能源供求缺口加大、运输紧张（目前仅
能满足实际运输需要的60一70%），许多企业开三停四、以运定产，据统计，目前全国仅电
力缺口就超过20%，年缺电700一800亿度，使25一30％的生产能力不能正常运转，年损失工
业产值在3500亿元以上 。(3)主要原材料奇缺，大蜇依赖进口，目前化工原材料进口依存
度高于50%，钢材超过30%。@

在产业结构失调、资源不能最优配置、相当数量的资金和物资积压呆滞的同时， 又出现
了区域产品结构日趋雷同化。据统计，全国20个主要行业各省市平均拥有率达94,8%,26个省
市超过95%，其中16个省达到100%。＠ 这种趋同性加剧了地区间的割据和封锁，使地 区 间
的生产资料、资金、技术、人才和信息流通人为阻隔，破坏了在全社会范围内合理配置和 优
化组合生产要素的机制，导致社会内耗加大，整体效益和长期效益下降。

（三）规模经济水平低下，失去了合理规模经营所能达到的最佳效益。 规模经济是随着

生产规模的扩大和生产单位成本下降而使收益增加的现代化经营管理方式，是促进经济增长
的重要因素。而在我国出于经济体制和政策的原因，生产资源的合理流动受阻，“大 而全” 、

“小 而全” 的万能工厂遍布城乡，许多行业和企业还处在严重的规模不经济 状态。 汽车制
造业国际公认的最小经济规模，轿车为30万辆／年，卡车为 6-10万辆／年，而1989年我国400
多家汽车企业总产扯仅为58万辆，生产厂家超过了日、美、英、法、西德、意六国汽车厂家
的总和， 而总产量不及美国通用汽车公司 一家1987年产量的1/8; ®在我国43家大型钢铁企
业中，1989年产量还不足百万吨的 就有25家， 而世界上该行业生产规模一般都在200一500万
吨和1000-2600万吨； ＠我国的彩电产蜇与南朝鲜相近，1989年在我国由166条生产 线武装
的76家整机厂中，年产措达30万台的只有10家， 而南朝鲜整机厂仅 6 家，每家生产规模都超
过200万台。 ＠生产规模的不同引起生产成本和经济效益的巨大差异。据国际统计资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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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钢铁行业中， 若以年产100万吨钢铁的企业的生产成本为100, 则当年产量增加到500万吨
时， 成本将降为73.5;当年产批进一步扩大到1000万吨时， 成本也随之降至64.3。 由此可以
想象， 我们流失的规模效益是多么的惊入！

（四）我国经济效益的低下也是与微观经营管理水平的落后紧密相联的。 据有关专家计
算， 在经济效益中， 有6 成是由科学管理获得， 有3 成是由科技进步获得，有1 成是由投资

获得。＠ 由此可见科学管理对提高经济效益的至 关重要性。可是在我国的企业里， 因管理不善
与职工素质差， 企业效率低下的现象比比皆是， 这已给许多考察过我国企业的外国专家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 曾六次访华的日本管理专家三上辰喜， 在考察了我国的一 些企业后作了如下
评论： 若把日本制造业的生产效率作为100, 那么欧美国家为100左右，台湾为60, 南朝鲜为

50, 而中国只有10。 ＠ 这也就是说， 仅因我们管理水平的落后， 就带来了数倍的效益差距。
我国企业经营管理落后表现在诸多方面： （1）企业的经营管理者素质低， 在企业由生

产型向生产经营型转变中， 许多企业经营者显得力不从心； （2）对职工思想教育的放松
和其他原因， 使一 些人滋长了 “钱多多干、钱少少干、无钱不干” 的思想J (3）劳动人事
管理制度畸型， 长期来 “铁饭碗” 的就业制度， 使企业在用人上几乎无选择权， 专业科技人

员要不到， 闲杂多余人员辞不掉， （4）规章制度既不健全又不严格， 任意违反财经纪律、

无视操作规程、劳动纪律松驰的现象随处可见； （5）质量管理落后， 缺乏严格的质量保证
制度和先进的验测手段， 废品、次品也能流向市场， （6）财物管理混乱， 各种基金不按规
定提取， 更不按制度使用， 物资、能源的消耗无定额， 数据不真、不全等等。 这样的管理状

况， 要想提高效率， 谈何容易，

（五）非经济因素对经济效益的巨大侵蚀。 通过一个时期的治理整顿， 那些 “官倒” 、
“ 官商” 、 “私倒” 们， 虽然逐渐销声匿迹了， 但作为 原因分析， 他们对政治经济生活的影

响， 尤其对经济效益的侵蚀， 在此不能不言及。 他们钻价格双轨制以及利率、汇 率变动 的
空子， 凭借手中的财权、物权、事权， 损公肥私， 使巨额利润不翼而飞。 据有人按 “寻租理
论” 计算1988年价差、利差、汇差三项合计为3500亿元， 相当于当年国民收入的1/3。这巨

额的 “租金” ， 国家所得的不多， 企业拿到的有限， ＠ 却大藕地流进了私人的腰包。 近二年
还有 “行业歪风” ， 各种名目的摊派、赞助费、手续费、好处费、招待费等， 耗费极大。 这
些本该用于积累、提高效益的， 却被反过来摊进了成本， 企业效益怎能提高1

三、医治效益病态的几点建议

根据上述分析， 我们可以大致地领悟到医治效益病态、走出效益困境的一些方略， 但考

虑到政治安定和政策连续等因素， 对某些方面的治理整顿与改革还应逐步进行， 近期内可以

考虑下列几点：
（一）矫正效益观念， 增强效益意识。 首先， 决策领导层应有整体与局部、长远与眼前

等的效益观念， 处理好速度与效益、 改革与发展的关系 。 其次， 探索和建立全社会效益综合
评价指标体系和分行业效益评价指标体系。 今年定为 “质蜇、品种、效益“ 年， 各级政府应
有长远和全局打算， 制定切实可行的整改措施， 切莫再做流于形式的一 阵风呼喊。

（二）继续控制总量， 调整存设。 目前总晕控制已有成效， 存量调整刚刚触及， 今后的

工作煎点应在控制总量的前提下， 进一步调整资产存蜇， 对那些确实只有投入却无产出的低

效企业， 下决心兼并、转产、关停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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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完善提高经济效益的环境机制。 企业是提高经济效益的主体， 目前企业经营活动

的市场环境和社会环境还需进一 步完善。 残缺不全的生产资料市场还限制着企业原材料、 闲

登设备、 人才和技术的必要流动；刚刚起步的资金市场还需政策、 法规的引导和支持，地区

割据、 行业不正之风、 各种社会摊派， 仍束缚着企业的手脚。 这些都有待于整改。
（四）扶持企业集团， 尤其是跨区域、 跨行业的企业集团的发展， 提高我国宏观管理的

整体性和规模效益。

（五）深化企业改革，探索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动力机制。 目前的核心仍是国家与企业

之间所有权与经营使用权的分离和交叉的问题。 如何建立一 个组织形式， 既能保证国家所有

权的有效约束， 使企业不致于为追求自身利 益而损害国家利益， 又能保证企业真正具有作

为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的责任、 利益和权利， 使之能够自主地追求效益和提高效益， 还是今

后在实践和理论上需要进一步探索和研究的重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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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上海人民出版社和总会计师

研究会联合庆贺我校一项重要学

术成果
上海市总会计师工作研究会和上海人 民 出版

社，目前就我校会计学系龚清浩、徐政旦两位教授
主编的（（ 会计词典〉〉增订本的首次出版 发行和该词典
发行达 100 万册以上，在千鹤宾馆联合召开会议进
行庆贺。会议由上海市总会计师工作研究会会长鲍

友德主持，我校博士生导师、总会计师研究会副会

长徐政且教授在会上谈了主编《会计词典 〉〉 一书的
深切体会。我校副校长谈敏教授也讲了话。他说，
《会计词典〉〉大型词书的问世，是我校会计学系经
多年来努力而取得的一项重要尝术成果，也是同上
海人民出版社和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编辑部的支持
和帮助分不开的。可以相信，我校的会计学术研究
今后在各方支持下， 一定会取得更多的成果。上海
人民出版社社长、总编巢峰同志在会上讲了话。立
信会计图书用品社总编、编审欧阳仲华同志出席了
会议。我校前副校长王松年教授，会计学系主任石
成岳教授，上海市总会计师工作研究会秘书长、我
校会计学系石人瑾教授，总会计师工作研究会副秘
书长金祥同志哼，都出席了会议。 （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