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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企业如何发展？我认为应当走以

内栖扩大再生产为主的道路， 在技术改造上

狠下功夫。

马克思把扩大再生产分为内涵和外延两

种形式。 内涵和外延扩大再生产不丹截然分

开的。 进行内涵扩大再生产， 往往也需要追

加一定的资金；进行外延扩大再生产， 也总

是要求新投入的资金具有更高的使用率。 因

此， 内涵扩大再生产和外延扩大再生产是互

相补充的。 而内涵扩大再生产和外延扩大再

生产， 又各有其适用的范陨和条件。 在某一

时期以哪 一种扩大再生产方式为主， 要考虑

具体情况才能合理确定。 经过儿个五年计划

建设， 尤其是经历了80年代大发展之后， 我

国工业已经奠定相当的婓础， 布局已经展

开。 但是经济效益还不理想， 现有企业的潜

力亟待挖掘出来。 固此， 90年代 企 业 的发

展， 应采取以内涵为主、 外延为辅的战略对

策， 着蜇对现有企业进行技术改造， 在现有

基础上提高技术水平，扩大生产能力．

一、 抓技术改造是一着好祺

（一）企业技术改造是提高经济效益的

重要途径。 据统计， 利用原有企业进行技术

改造， 与新建同样规模的企业相比， 投资可

节省30~60%，设备器材等物资可节省60%,

建设周期可缩短一半。 上海最近几年工业生

产增长中， 近4/5来源于技术改造 的新增

产值， 技术改造有效地保证了上海工业生产

的增长速度。

（二）企业技术改造又是实现企业技术

基础现代化、 增强经济实力和发展后劲的重

要途径。 电子工业自改革开放以来， 共投资

160亿元， 用外汇30亿美元，进行内祸式技术

改造。 迄今全国约有一半的电子工业企业得

到不同程度的改造， 经济实力和发展后劲大

大增强。 经过10年技术改造的电子工业， 不

仅为科技尖端工程提供了质匮可靠的技术装

备， 还为丰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提供了数以

千万计的家用电子产品。 一些产品已达到国

际 80年代初的水平。 主要电子产品产量大幅

度增加。 电子产品出口的局面也 大大改观。

（三）企业技术改造还是节约能源的

重要途径。 从整个90年代来看， 能源间题仍

然是制约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之
一， 偕决能源问题的办法是增产和节约并

重。90年代应以节约为主，节约能源既要靠调

整产品结构和改善能源管理， 也要靠技术改

造。 我国通过技术改造节约能源的潜力是很

大的， 例如全国工业和取暖用锅炉绝大部分

容量小， 热效率低， 能耗高。 如果改用容最

大、 热效率高的锅炉， 采取集中供热的办

法， 按理论计算年节能潜力达几千万吨标准

煤， 逐步推行， 90年代可以节约大量能源。

（四）企业技术改造对于当前经济的治

理整顿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因而在90年代

前期显得更为迫切。

第一， 能够带动机电、 冶金等重工业的

调整， 促使重工业内部结构合理化。 当前治

理整顿， 压缩基本建设规模， 使 一些重工业

部门遇到了生产任务不足的困难， 解决这个

问题， 重工业努力生产适销对路的日用消费

品、 为日用消费品提供原材料和增产出口产

品当然是 一条出路，但关键的一着是为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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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技术改造服务。据有关部门测算，今后几

年我国机电工业总产值中， 日用机电产品、

日用金屈制品和出口产品等合计不到40%,

为国民经济技术改造（包括维修）服务要占

60％以上。 如果不抓紧现有企业 的 技 术 改

造， 机电工业等重工业部门 “ 吃不饱” 的问

题就难以解决。 抓紧企业设备更新改造， 就

能够把机电工业、 并通过机电工业把冶金工

业和其他有关的重工业部门带动起来。 企业

技术改造还能促进重工业改变内部结构， 由

主要为基本建设服务改变为主要为老企业的

技术改造服务， 由过多地为自身服务改变为

更多更好地为农业、 轻纺工业、 能源交通以

及商业服务业等部门服务。 这样， 重工业内

部结构就可以逐步适应整个国民经济健康发

展的需要。

第二， 可以启动市场。 我国市场疲软已

持续将近两年。 如何启动市场的问题， 成为

国人关注的热点。 为缓解企业生产、 市场销

售所面临的困难， 国家先后向生产和流通领

域注入了大匮资金。 但是， 企业产出的60%

左右变成了库存积压；对商业投入大最启动

资金， 结果也不妙， 市场依旧疲软。 两次增

加启动资金作用不大， 原因在于： 用大最投

入流动资金的办法解决企业生产周转上的困

难， 只不过是继续增加了原本就不适销对路

的产品， 结果必然是生产越多， 积压越多。

大扯贷款给商业企业， 也不过是产品积 压

“搬家“ ， 由积压在工业企业仓库里搬到积

压在商业企业仓库里。 这固然可使工业企业

缓口气， 但资金占压、 市场疲软状况不可能

有根本改变。 因为市场疲软的深层次原因是

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失调。 当前的市场是积

压与短缺并存， 很多企业想调整产品结构，

开发新产品， 增强市场应变能力， 但由于企

业负担重， 又被 “三角债” 所困扰， 拿不出

钱来对陈旧设备进行技术改造， 无力开发、

转产新产品， 而当前新产品开发快、 市场应

变能力强、 生产经营顺利的企业， 往往是那

些 一 贯重视技术进步、 不断进行技术改造的

企业。 因此， 注重企业技术改造， 加快调整

产品结构， 成为启动市场的一项重要措施。

二、 蕴点是搞好设备更新

企业技术改造的内容主要有： 1. 产品

的改造。 即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动调整产品结

构， 提高产品质般， 进行产品升级换代。

2. 设备更新。 即围绕产品改造的要求， 进

行设备的更新改造。 它或以扩大生产能力为

主， 或以提高产品的性能、 节约原材料和降

低能耗为主。 3． 改进工艺配方、 工艺流程

和操作方法。 4. 厂房和建筑物的 改 造 。

5. 改进和完俘企业的管理手段和方法， 包

括生产过程的自动控制与管理自动化。 由于

企业在技术改造方面积累的问题太多， 不能

企图在短时期里全部解决， 而必须有步骤、

有蜇点地进行。 我认为， 90年代企业技术改

造的蜇点应当是： 通过设备价值补偿的形

式， 实现设备更新。

设备是生产力的重要组成因索， 是企业

生产的重要物质技术基础。 设备的技术水平

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有若直接的影

响。 英国在产业革命之后， 曾经是世界上工

业最发达的国家， 但自19世纪80年代以后，

英国工业发展速度缓慢， 重要原因之一， 是

大撮资本投于国外， 没有花大力气更 新 设

备、 改造本国的工业， 致使纺织、 煤炭、 冶

金等重要工业部门技术停滞。 这些部门舍不

得丢掉用了几十年的陈旧落后的设备， 成为

阻碍英罔工业迅速发展的绊脚石。 与英国相

比， 在这段时期内， 美国和德国则利用国外

资金和技术装备本国的工业， 使生产很快发

展起来， 并且超过了英国。 日本自1956年以

来， 先后实施了四个工业振兴法， 在大抓智

力开发的同时， 大抓设备更新， 使日本工业

迅速发展， 并且在以后遇到种种风浪时， 能

经受得起颠簸。 除美国、 德国、 日本之外，

近年来西方其他一些发达国家的政府也都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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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重视工业设备的技术进步，多数采用抵免
所得税的办法来鼓励固定资产的更新，以促

进工业设备的高级化和高效化。

而我国较长时期以来和多数地区的做法

是，一个企业一旦建成投产，就万事大吉，
只向它要产措了。 只要设备还能转动，就不
肯再在设备上投资（修理费倒花得不少）。
我们这种 “ 驴不死不下磨” 的做法，后果是

严重的，尽管现在以设备名义提取了一 定数

量的折旧费，但其大部分被挪作它用，并没

有用在企业现有设备的更新上。 这样做的结
果使得企业的技术无法进步，产品质量提不
高，成本降不下来，长此以往甚至会使企业
连简单再生产也难以维持。

90年代我国经济要实现持续稳定协调发

展，设备更新不可不抓。 当然，我们同西方
发达国家不同，我们拿不出足够的钱让老企
业更换新设备。 可行的办法是，在量力而行

更换部分新设备的同时，着重搞旧设备的现

代化改装． 它同更换新设备相比，具有以下
优点： 1. 用新技术改装旧设备与购买新设

备相比，技术针对性强，对生产 的 适 用 性
好。 因为这种改装是在本企业本车间根据生
产的具体需要进行的。 所以往往比新买的标

准通用设备对生产有更好的适用性。 2． 用

新技术改装旧设备比研制新设备的周期短。
趴设备现代化改装的费用，一般比买新设

备所用的资金省得多。 由千有这么多优点，
所以现代化改装应当成为解决设备陈旧问题
的一种经常性的手段，90年代更应当大力提

倡。
根据设备新旧程度、 役龄长短和设备技

术进步的方向，可进行如下不同程度的改装
工作： 一是对千出厂不久的相对来说比较新
的设备，可全面提高它的技术性能，使之达
到新设备的水平；二是对千相对 来 说 比 较

旧的设备，可使其某些技术性能、 部分指标

或单项指标达到新设备的水平，这种改装可

称为针对性的改装，三是对于很旧的设备，

可使其技术特性和功能得到某种程度 的完
善，尽管达不到新设备的水平，但可减少因
过分陈旧而造成的损失。

设备现代化改装的基本方向，可以根据
生产的需要和设备改装的技术可 能 性 来确
定。如： 提高设备转速，从而提高设备的生产
率；提高设备机械化和自动化水平，以缩短

设备辅助工作时间；扩大设备的工艺可能性；

改变旧设备的基本工艺用途，使 旧 设 备专

用化｝提高设备精度；提高设备的可靠性和

耐用性；改善设备使用的劳动条件和提高劳
动的安全程度等等。

为了去设备无限度修理之弊，兴改装和

更换新设备之利，90年代前期，我们应当抓
紧制定一些可行的设备管理政策和制度。
（一 ）企业设备再生产的三种形式——大
修理、 现代化改装和更换新设备是设备管理
的有机组成部分，应该同等对待。 要改变现
行的无止境修理的传统做法，以技术经济分

析的结果为标准，修理合算就修理，改装合
算就改装，更换新设备合算就更换。 当前，
尤其应当把设备现代化改装和盘力而行逐步

更换新设备作为设备管理的重要工作去抓。
（二）设备大修理、 现代化改装 和 更 换 新

设备都需要花钱，这些钱实质上是对企业现

有设备的追加投资。 既然是投资，就要讲究
投资的经济效益。 因此，要改变不管大修理

费用多高都可以开支，而现代化改装和更换
新设备即使经济效益再好也没有 资 金的 现
状。 建议采取下列措施： 片限制不合理的

大修理。 未作技术经济分析的大修理，经济
效益不好的大修理，应该加以控制，不准开

支。 汇规定折旧基金只准用千设备更新，
不准挪作它用。 不准 从折旧基金中开支与设
备更新无直接关系的费用。 同时，应扩大企
业在设备更新方面的权限 。

三、 关键是解决资金来源问题

企业技术改造从过去依靠国家拨款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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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依靠银行贷款以来，投资主体逐步由国
家转到企业，但由于近年来企业负担过于沉

重，缺乏自主经营、自我发展的经济实力，
许多企业处于 “欲干不成，欲罢不能” 的境
地。 由千折旧率低，折旧年限过长，资产 原
值与重置价值严重背离，企业现有固定资产

得不到补偿和更新。 据测算，国营企业固定

资产重置价值相当于原值的1.6"-'2倍，按此

计算，全国每年少提折旧几百个亿。 按现行
政策，企业提取的折旧基金还要上交15％能
源交通基金、10％预算调节基金，更加剧了

企业进行技术改造的困难。

要推进企业技术改造，关键是解决好资

金来源问题。 现在看来，企业技术改造的投

入，可供选择的办法有两个： 一 是继续完善

承包经营责任制，并继续实行税前还贷的政

策（目前企业负担过重，无力全 部税 后 还

贷）。 二是如果试行税后还贷，则需要减轻

税负，对固定资产重估，提高折旧率，提高

的幅度应当能保证固定资产有形损耗与无形
损耗的补偿，同时不再从折旧中提取能源交

通基金和预算调节基金，以解决企业后劲的

投入问题。 建议国家在 “八五” 期间继续推

行现行的企业承包制和税前还贷政策，至于

部分企业在税前还贷中出现的问题，诸如片
面追求扩大生产规模、重复建设 、 重 复引

进、缺乏约束机制等等，可采取措施加以改

进和完善。 同时建议国家进行降低税率、税

后还贷的试点。 还建议选择一、二个行业和

部分重点扶植的企业进行固定资产重估和提

高折旧率的试点，进行新的探索。 关千技术
引进的投入问题，建议国家每年拨出一定的

外汇用于引进技术，各地的 留成外汇也应规

定一定的比例（比方讲20%）用于这 个 方

面。 要下最大的决心压缩非生产性建设和一

般建设项目，确保技术改造重点项目。 要严

格控制消费基金的增长，过几年紧日子，挤

出钱来用在技术改造上。
一些以加工工业为主的老城市， 老企业

多，设备陈旧，工艺落后，．亟待进行大规模

的技术改造。 其资金应通过多渠 道 加 以 解
决。 在企业推行经营承包责任制落实承包基

数时，可侧重把设备更新、新产品开发等作

为主要考核指标，将折旧费全部留给企业；

在投资上，可实行企业自筹、银行贷款、横

向集资、利用 外资等多渠道筹措资 金 的办

法，在新产品开发工作中，可建立新产品、

新技术开发推广基金；对新产品实行减免税

制度；在质量升级创优活动中，可实行目标

承包、优质优价等鼓励政策。 这些措施，能

激发企业走内涵扩大再生产道路的积极性，

技术改造工作能在全市 按规划、有重点、 分

步骤地全面展开。

乡镇企业技术改造资金哪里来？宁波市

郢县广开门路、各方筹资的办法可以借鉴。

该县专门成立了经济运行协调小组，广开资

金来源： 从设备租赁贷款中争取 到1000 万

元，从财政信用开发资金中挤出500万 元周

转资金，向各行政事业单位借用预算外资金

按1989年底帐面数目的20%，等等。 这样，

1990年全县自筹到技改资金8000多万元。 据

了解，技改资金的大量投入，已使该 县 147

个技改项目上马，46项已竣工投产。

国营大中型老企业技术改造任务特别繁

重， 资金问题尤其突出。 资金从哪里来？上

海第一棉纺织厂大胆提出新方案： 让企 业
“假死” 两年，两年内免缴税收， 待 “ 复

苏” 后再补缴。 从战略意义上讲， “假死”

这个方案不是不可以考虑。 当然， 限 于财
力， “假死” 只能在国营大型骨干老企业中

有选择地试点， 以不影响国家当年财政收入

为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