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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机械工业调整服务方向的若干问题

卢汉林 黄承友

长期以来
,

我国机械工业在改造
、

装备国民经济各部门
,

适应人民生活需要方面起了不

容忽视的作用
。

但是
,

由于经济建设中宏观决策的失误和管理体制的弊端
,

使国民经济重大

比例长期失调并在相当时期内得不到应有的调整
。

机械工业作为工业部门的心脏
,

以加工
、

制造为其特征的能力 日益脱离原材料
、

能源工业的发展
,

具有较大程度的盲目性
。

机械工业

作为整个国民经济的装备部
,

也未能使劳动手段和劳动对象保持再生产所需要的比例关系
。

机械工业以为基本建设服务为主
,

片面装备重工业
,

忽视为轻工
、

纺织和技术改造服务而独

自发展
,

使劳动手段或者过份大于劳动对象
,

或者前者落后于后者而造成扩大再生产失去控

制
,

简单再生产难以维持的不同形式的失调状况
。

建国三十多年来
,

武汉市机械工业虽然具
-

有相当的生产能力和一定的配套水平
,

发展很快
,

但由于长期以来存在着重视生 产 资 料 生

产
,

忽视消费资料生产的倾向
,

至使我市机械工业严重脱离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发展
。

我市一

九八O 年尚有机械工业企业七百八十三个
,

全年完成工业总产值十九亿四千八百万元
。

这些
企业中

,

为农业服务的有五十四户
,

占 6 .9 %
,

完成总产值六千九百万元
,

占 .3 5 % , 为轻工
-

服务的有五十三户
,

占 .6 8 %
,

完成工业总产值四千九百万元
,

占 .2 5 % , 为重工业服务的有

六百七十六户
,

占 86 .3 %
,

完成工业总产值十八亿三千万元
,

占 94 %
。

武汉市机械工业 时

这种服务对象基本上是重工业的生产结构
,

使其服务领域狭小
,

生产经营上具有很大的局限

性
,

不适应国民经济调整的需要
。

自贯彻
“
调整

、

改革
、

整顿
、

提高
”

的八字方针后
,

特别是大规模的经济调整以来
,

国家

通过压缩基本建设
,

削减投资和削减长线产品的计划
,

迫使机械工业改变生产结构
,

扩大服

务领域于轻纺
、

农业
、

技术改造
、

扩大出口等方面
,

这对习惯于生产生产资料
,

习惯于以湃

拨取代市场的机械工业来说的确是一场经济领域的革命
。

机械工业调整服务方向的实质
,

就
是要改变那种只生产生产资料

,

不生产消费资料
,

只重视第 I部类生产资料的生产
,

忽视第

I 部类生产资料生产的状况
。

一
、

机械工业调整服务方向的必然性

机械工业基本服务于重工业的路子不仅为国内外经济发展的实践所否定
,

而且也为经济

学阐明的理论所否定
。

马克思论述社会再生产过程时
,

将社会物质资料生产部门在实物形态

上分为两大部类 (即 : I 部类
,

生产资料生产部门
,

l 部类
、

消费资料生产部门 )
,

价值形态

上分为三个部分 (即
:

C 不变资本
,

V 可变资本
,

m 剩余价值 )
,

以 简 单 再 生 产 条 件 下
,

互 (y + m ) 二 I C
,

扩大再生产条件下 I ( V + m ) > I C 的著名公式
,

揭示了两大部类在实物

形态上互相补偿
、

追加
。

价值形态上相互实现并保持一定比例的辩证关系
。

再生产公式表明
:



1 哪类中的不变资本 【C 和 I 部类中的可变资本和刹余价住 I ( V 十 m 〕 ,

山 J’. 各部类资 本 的

用途与产品使用价仇的属性相符
,

均可在本部类内部实现
。

唯独 I (V + m ) 和 I C 储互 相 交

换
,

再生产才衍以进行
。

因此
,

第 ! 部类部门不仅生产本部门所储的生产资料以浦足 自身生

产上的储耍
,

而 1L 还必须生产第 l 郊类的生产资料
,

在以润足第 I 部类生产而要 的前提下实

现自身消费上的需要
。

根据第 I 部类生产的怜点和对生产资料的特殊耍求
,

I 部类向 I 部类

提供的生产资料在实物形态上还可分为二个部分
.
第一

,

第 1部类的生产资料仍可在第 I 部

类使用
,

如机床
、

电机等通用设备
。

这种情况对第 I 部类在生产上只有 数 t 要 求
。

第二
,

第 I 部类生产第 I 部类有特殊要求的生产资料
,

即专用设备
,

这种情况对于第 I 部类则有品

种
、

质 t
.

L的要求
。

总之
,

第 I 部类不仅为白身服务
,

还必须为第 I 部类服务
,

在为第 I 部

类服务中求自身的发展
。

1
、

1部类之间的比 , 则由两大部类中需互相在对方实现的比例决

定
。

此外
,

某些产品具有多种用途
,

如缝纫机
、

电视机等既可成为生产资料
,

又可成为消费

资料
,

这些产品属于边缘产 品
,

介予第 I
、

I 部类之间
。

产品用途的多样性决定了经营范围
·

的广泛性
。

从以上原理出发
,

我国机械工业荃本服务于重工业的战略性错误
,

基礴无遗
。

武

汉市机械工业调整服务方向由下列因素决定
:

(一 ) 机械工业自我服务
,

产大于擂
,

市场相当狭小
。

机械工业自我服务为主的方针和不合理的生产结构形成 了多年来自产不能自销
,

产品长

期大 t 积压的被动局面
。

据有关部门对武汉市近两年来产品的分析估算
,

畅销品为 27 %
,

平

峭品为 25 %
,

滞销为 25 %
,

严重积压的为 23 %
,

在滞销和严重积压的 48 % 中
,

绝大部分是机

电产品
。

近段时期
,

武汉市机械工业产销状况虽有好转
,

但主要产品还有较大幅度积压
。

从对

武汉市机械局一九八一年 1一 8 月份产销情况 (包括八 O 年底结转数 )统计资料的分析汇 总 来

看
,

以下产品的积压率与其产 t 之比分别为
,

机床
,

12 .9 %
,

仪表
,

12 .5 %
,

汽 车
,

10 .9 %
,

电器
,

.5 9 %
,

通用设备
, 7 %

,

农机
,

.3 7 %
。

这种状况的改变
,

有待于提高机械产品 的饱

和点
,

扩大服务领域
,

争取更多用户
。

(二 )生产资料的市场调节比重不断增大
。

机械产品的大量积压
,

产品结构不合理
,

与曾经流行一时的生产资料不是商品的理论相

联系
,

这也助涨了机械工业忽视市场的倾向
。

多年的实践证实
,

生产资料同样具有 商 品 属
·

性
,

基于这一点
,

国家实行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
,

逐步增大市场调节 比重的方针
,

这

都要求机械工业调整服务方向
。

据初步调查
,

武汉市市属机械工业产品结构中
,

市场调节比

重不断增大
。

一九七九年
,

全系统工业总产值为六亿四千万元
,

市场调节占 37 %
,

一九八 O

年
,

全部产值为六亿八千多万元
,

市场调节占 47 %
,

一九八一年
,

国家对市属机械工 业 系

统汽车生产下达的指令性计划只有 21 3 型号汽车一种
,

数量也只 3 00 台
,

不到该厂生产能力

的 10 %
。

这些情况表明
,

市场调节在机械工业的生存与发展
,

在全面完成上交国家利 润 的

任务中
,

越来越占有重要位!
。

机械工业调整服务方向
,

扩大经营范围在我国经济史上是一个新的起点
,

但经济发达国

家中的机械工业企业和公司
,

在生产经营上早已向多样化
、

综合化发展
。

多样化
、

多品种生

产加强了企业在生产经营上的自由度 , 使企业在经济相对稳定时
,

将大部份生产能力集中到

利润最大的品种上以获高利
,

即使在萦条时期
,

企业也能依
“

多样化
”

生产在多品种 中回旋
,

以某些品种的盈利弥补另一些品种上的亏损
。

这曾被称作具有
“

反危机
”

性
。

我国机械工业调

整服务方向扩大服务领城的意义远远超过所调
“

反危机
”

性
,

但相当多的机械工业企业及时调



整产品结构
,

多种形式地为轻纺
、

外贸
、

技术改造服务
,

找米下锅
,

多品种生产的确把经济

搞活 了
。

武汉市机械工业局系统适应市场需要
,

生产日用机电产品
,

仅今年 1一 7 月份
,

为轻

纺服务和生产轻工产品共四千六百五十三万元
,

占全局工业总产值中的 15
.

3 %
。

据了解
,

这

部分比重将进一步增加
。

二 武汉市机械工业和何在调整服务方向中发展
。

同西方那种生产能力过剩的失调情况不同
,

我国机械工业则表现为
,

一方面生产能力闲置

(吃不饱 )
,

而另一方面又表现为不足 (吃不了 )
。

武汉市机械工业有
“

三低
” :

机床利用率低
,

一九七八年为 57 .4 %
,

一九七九年为 54 .2 %
,

一九八O 年为 4 5
.

6%
,

即半数以上处于空闲状

态
。

每平方米造型面积产量低
,

一九七八年为 .0 36 吨
,

一九七九年为 .0 52 吨
,

一九 八 O年

为 0
.

39 吨
,

比历史最好水平的一九七三年为 1 .2 4 吨水平差距甚远
。

另外在近期内省工 作团

召开的设备订货会上
,

市机械局又因某些设备的专业性强
,

适应性低
,

缺乏这方面的生产能

力而失去用户
,

这实际上暴露出机械工业在调整服务方向后适应性不强的间题
。

根据我国目

前经济建设方针
,

武汉市机械工业需要从以下各方面适应经济调整形势
,

求得生存发展
。

(一 )多种形式为轻纺
、

农业
、

外贸
、

技术改造等服务
。

为适应经济调整形势
,

机械工业必须调整服务方向
,

扩大服务领域
,

并在扩大服务领域

中求得自身发展
。

为此应将调整服务方向具体化
:

直接生产消费品
。

机械系统生产消费品
,

这是我国机械工业发展史上的一个新特点
。

武

汉市机械局专门成立了组织生产日用机电产品的机构
,

直接生产洗衣机
、

电扇
、

吊扇
、

电烤

护
、

水电表等人民群众所需要的耐用消费品
。

全系统计有 49 户生产日用机电产品
,

这 部 分

产品的产值在全局产值总数中的比重由去年同期的 n %提 高为 现 在 的 15
.

3 % (截 至 今 年

i 一 7 月份止 )
。

机械工业系统直接生产 日用机电产品
,

不仅关系到自己的生存发 展
,

而 且还

是把经济搞活
,

促使工业结构合理化的一项关键措施
。

为轻纺实行技术改造提供装备和技术服务
,

改变重工业自我循环状况
。

机械工业必须为

轻纺实行技术改造提供装备
,

帮助轻纺在新品种
、

新技术
、

新工艺
、

新材料方面下功夫
。

把

自身发展同轻纺技术改造
、

技术服务联系起来
。

武汉机床附件厂八O 年转产轻工专用设备
,

主要生产缝纫机的机壳
、

底板半自动生产线专机
,

适合当前缝纫机厂更新改造的需要
,

全年完

成产值 3 50 万元
。

由原来生产机床回转工作台和分度头等机床附件产品亏损 60 余万 元
,

一

跃为实现利润 5 万余元
。

武汉机床附件厂转产为轻纺服务
,

搞活了企业的例子
,

显示出机械

工业调整服务方向的生命力
。

联合经营
。

在经济调整中
,

围绕重点产品
,

打破行业界限
,

利用各自优势
,

在利益均沾

的基础上
,

实行机械行业与轻纺联合共同生产经营轻纺产品
,

这也是机械工业调整服务方向
,

扩大服务领域的一种形式
。

交厂
。

为了加快轻纺发展
,

经济调整必须同企业的关停并转结合起来
,

各地都有一些机

械工业企业被交到轻纺系统
。

武汉市近两年来有五十多户重工业企业转交轻纺
,

这对于调整

生产结构
,

满足人民需要起了很大作用
。

但是
,

对以此种形式支援轻纺应特别慎重
。

从武汉

市以交厂形式支援轻纺的情况看
,

虽有成效
,

但也有间题
,

主要表现在有一定的盲目性
,

交

接难
,

代价大
,

长期不能形成转产的能力
,

效果差
。

还有些企业被交出后
,

机械系统不得不

打算或者正在重新布点生产
,

因此对
“

交厂
”

这种形式应实事求是
,

具体分析
,

不能搞形式低



一般说来
,

交厂应确实有益 -r 加强轻幼能力
,

又优救活这线长远无方 向
、

近期无 任 务 的 企

业
,

对那种眼前暂无任务成任务不饱润但有潜在市场的机械工业企业
,

不能轻率交出去
。

武

汉市二年多来的调整实践表明
,

多搞产品娜整
,

少搞企业调桩
,

对机械工业调旅服务方向具

有更显著的效果
,

同时也是一个易于为机械工业所接受的形式
。

武汉市幽绕调整轻
、

重比例
,

加快轻纺和服务」
二

巫点产品
,

狠抓了机械工业调核 l)K 务方

向
。

今年上半年
,

轻工产位较去年同期上升 12
.

5 %
,

高于全网 n
.

6 % 的水平
,

J仁中
,

武汉地

区轻工产值占全地 区工业总产优的 5.2 7 %
,

市夙轻工产位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 “
.

8 %
。

这种

情况
,

调整 了武汉地区轻重比例
,

也大大改变了机械工业摇本服务于皿工业的不合理的生产

结构
。

(二 ) 走提高产 品质显
,

发展科学技术的道路
。

国民经济调整从 以增加人
、

财
、

物铺新摊子来扩大再生产的道路
,

即外延扩大再生产道

路转为不增或少增人
、

财
、

物
,

布挖
、

革
、

改扩大再生产即内涵扩大再生产道路
,

从粗放性

经营转为集约化经营
。

机械工业也必须适应这一转变
。

(1 ) 技术改造是一个重要的服务领域
。

在经济建设的既定方针下
,

从新建工厂转为扩建
、

改建
、

挖掘企业现有生产能力
,

从 以

增加设备数童为主转为提高设备精度
,

提供低能耗
、

低成本
、

高效率的设备为主
。

我市机械

行业目前的生产工艺还处于一机一刀
,

一件一序
。

高速强力切削
,

高速磨削尚未普遍推广
,

生产过程 中还存在大量手工操作
,

效率低的落后状况
。

改变这种状况
,

是国民经济在新形式

下对机械行业的要求
,

也是机械工业实行以新产品
、

新工艺
、

新技术
、

新材料为内容的技术

改造
,

改变机械工业本身落后面貌
,

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
。

(2 ) 质量和市场对企业生死饮关
。

内涵扩大再生产的道路
,

使计划逐步由指令性变为指导性
,

调拨取代市场的状况将发生

根本变化
。

资金的有限性更加强了企业对资金使用效果的重视
,

市场基本上属
“

用户市场
” 。

用户在品种
、

数量
、

质量
、

服务方式等方面都有特殊要求
。

因此
,

机械工业必须重视市场
,

重视质量
。

据了解
,

产品积压的原因有二条
。

一是生产上盲目
,

产销脱节
,

一是技术上落后
,

质量不过关
。

最近为解决武汉地区机电产品积压和促使机械工业调整服务领域
,

在省市行政

干予下的设备订货会上
,

市机械工业系统因产品质量不过关而失去用户的情况很多
。

此时行

政干予也爱莫能助
。

基于以上种种情况
,

机械工业要适应新形式
,

要从各行业的特点出发
,

安排好重点产品和一般产品
,

通用设备和专用设备
,

单机和成套设备的生产
,

处理好单件小

批生产和大批量生产
,

制造加工和改装
,

修理服务等方面的关系
。

要在市场预测的基础上
,

尽快形成新的生产能力和经营方式
。

武汉市机械系统针对轻纺产品多属大批量生产的特点
,

按照工装成线
,

设备成套的要求为轻纺服务
,

效果尤为显著
。

武汉汽车制造厂在老产品将淘

汰和汽油紧张的情况下
,

将汽油车改装为柴油车
,

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企业被动的局面
。

总之
,

集约化道路要以质量求生存
,

以品种求发展
,

以扩大经营范围把路子走宽
。

三 组织结构优化

组织结构是按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
,

以产品结构为直接依据
,

将企业组织起来
,

经济合

理地从事生产活动的组织形式
,

它属于工业改组联合的范围
。

企业所以要组织
,

是因为产品

之间的相互联系决定了企业之间相互依存
、

翻约
,

这种依存
、

制约翅过企业间的分工协作来

翻



体现
。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大生产时指出
:

分工
、

协作能创造出一种新的生产力
,

这种生

产力不费资本半文
。

武汉市机械工业调整
,

结合企业的关停并转进行了工业改组联合
。

市机

械局现有 4 个公司
,

17 个总厂
,

通过改组联合后的经济效果得到一定体现
。

但 是
,

由 于 对

组织结构理解的片面性
,

实际工作中往往把专业化作为解决
“

大而全
” 、 “

小而全
”

的唯一途径
,

忽视了联合化同样是组织社会化大生产的另一先进形式
,

因此容易走上以条条为主组织公司

总厂或专门组织重点企业的道路
。

这种形式
,

使地区和部门在发展上不协调
,

技术上不平衡
,

经济利益上苦乐不均
,

还由于它任意抽掉地方企业
,

将条条的发展建立在削弱地方工业发展

的基础上
,

所以必然遭到地方反对
。

例如中南五省
、

市组织的汽车联营公司
,

以条条为主
,

抽掉了武汉市汽车行业的骨干力量而甩掉其余部分
,

这就受到地方抵触
。

为适应国民经济调整的形势
,

机械工业的改组应横向发展
,

从机械工业基地抓起
,

重点

抓中心城市
。

这种联合化的组织方式
,

利于打破行业
、

部门
、

地区界限
、

统筹规划
,

调整生

产布局
,

经济合理
。

武汉市围绕名牌
,

轻纺等三十二个重点产品组建了三十个公司
,

二十四

个总厂
,

五十五个经济联合体
。

其中
,

属市机械工业局的有四个公司
,

十七个总厂
。

组建了

这四个公司
、

十七个总厂后
,

一九八 O年全局完成总产值六亿八 千 六 百 九 十 六 万 元
,

为

1 9 7 9 年的 1 08
.

5 %
。

主要零件
、

主要项目合格率为 92 %
,

较一九七九年提高 2 .9 %
。

初 步 体

现了改组
、

联合后的优越性
。

工业组织结构优化要看企业布局是否合理
,

这又主要由企业之间的技术联系程度和经济

关系是否合理来决定
。

武汉市机械工业系统在改组联合中将原属于机床公司的机床维修厂和

电机电器部分划出机床公司后
,

人为地肢解了从机床主机
、

配件到机床电器
、

工量刃具
、

砂

轮等一个完整的体系
,

失去了公司内部企业之间应有的协作
。

当然
,

从地方平衡与全国平衡

的关系来看
,

毫无疑间
,

地方平衡应服从于全国平衡
。

但是
,

总不能让武汉市机床工业一方

面把自己原有的协作企业划走而另一方面却又到外地找协作配套企业
,

这种状况既不是全国

平衡
,

也不是地方平衡
,

这是一种缺乏全局考虑的盲目调整
,

它在经济上不合理
。

组建多企业性的公司
、

总厂和各种形式的经济联合体
,

要兼顾各方面的利益
,

不能搞单

相情愿
,

更不能搞互不情愿
。

如武汉汽车制造总厂下面的某些分厂
,

(江岸汽零
,

红星汽零
、

电

瓶厂 )与主机厂在产品上基本无联系
,

主机厂视分厂为包袱
,

分厂也觉得 日子不好过
,

二者之

间关系很僵
。

这样的联合是不能发挥经济效益的
。

组织结构优化
,

要处理好分工层次与协作范围的关系
。

一般说来
,

分工层次多
,

能使零

部件的制造在技术上变得简单
,

效率提高
,

但是
,

并非层次愈多愈好
。

多层次分工
,

增加了

零部件的组装环节
,

在质量
、

精度上较难控制
,

还由于扩大协作半径
,

如管理不善
,

必然提

高成本
。

因此
,

分工层次与协作范围优化
,

是组织结构优化的保证
。

按专业化原则组建公司总厂
,

是组织结构优化一种先进形式
,

但它以一定的 条 件 为 前

提
。

首先
,

市场需求大
,

销路稳定
。

其次
,

企业本身要具备一定规模
。

现实生产销售中
,

有

些产品数量有限
,

变动较快
,

非常适合单厂企业的生存与发展
。

在组织社会化大生产中
,

有

些综合领导部 门较重视组建多厂性企业的公司总厂
,

忽视
,

保留单厂性企业
,

往往产生合厂

又分厂
,

厂合人不合
,

人合心不和的问题
。

四 问题与建议

械械工业调整服务方向
,

要处理好以下几个问题
:

3 5



(一 )自身发展与支援轻幼的关系
。

国民经济调整使机械工业品擂求发生变化
.

机械工业企业普邀感到任务不足
,

部分企业

处于停工停产或半停工状态
。

为改变这种被动局而
,

企业找米
’

f 锅这对解决当前问题是起了

一定作用
。

但是承接杂活毕竞是过演性的补救办法
,

并不龙调整服务方向的 Jl休化
。

从根本

说来
,

调整不仅 限制长线产品生产
,

更刺漱新的播求
,

这就耍把支握轻纺冈机械工业自身的

发展挂起钩来
,

对当前调整新形势
,

应允许机械工业有一个通应 过程
,

在保证亡!身发股 据础

上用相对多余的能力支援轻纺
,

以
`

交厂
’

形式支级轻纺的机械工业企业
,

应是长远无方向
、

近期无任务的那种既不必耍
,

又不可能皿复生产单位
。

防止在支援轻幼过程中使机械工业伤

筋动骨
。

有些转向生产轻工产品但又非定点生产的单位
,

更应注意眼前同长远结合
,

保留
、

提高老产品
、

开发新产品
,

耍有二
、

三线产品多作几手准备
,

以适应将来的变化
。

(二 ) 统一规划
,

协调发展
。

生产日用机电产品是机械工业 调整服务方向的一个重要方面
。

调整以来
,

各企业生产日

用机 电产品积极性很高
,

但也存在粉一定的盲目性
,

自发性
。

主要表现为一轰而 起 遍 地 开

花
,

这必须予以高度重视
。

为克服盲目生产
,

防止形成新的不合理的结构
,

应把经济手段和

行政干予结合起来
,

在全地区范围内
,

对日用机 电产品的生产应统一规划
、

协调发展
,

发挥

优势
,

明确定点企业
,

对非定点生产日用机电产品的单位
,

要明确其生产日用机 电产品的辅

助性
、

过波性和对其数 t 进行严格控制
,

要加强经济限制措施
,

防止短线变成长线
。

(三 ) 政策问题
。

机械工业企业生产 日用机 电产品应有优惠政策作为保证
。

在未达到一定批量情况下
,

可

考虑减免税收以调动或保持企业的积极性
。

(四 ) 体制问题
。

机械工业调整服务方向涉及面广
,

阻力也大
,

虽然中央授权地方
,

中央在投资于地方所

属的企业应服从地方的调整
,

但总因多方面千扰而失败
。

究其根本原因是中央管生产
、

地方

管生话的生产体制妨碍了机械工业调整服务方向
。

特别是武汉地区
,

中央和省在 汉 企 业 又
“

大
”

又
“

重
, ,

中央投资的地方企业
,

地方难以插手直接对这些企业落实有关调整问题
。

必须

指出
,

调整和改革是辩证的关系
。

从眼前看
,

局部性的改革应服从全局性的调整
。

但是
,

调整

需要改革
,

改革促进调整
。

当不改革体制
,

调整就不能进行时则应及时解决体制上的弊端以

利于国民经济调整走向健康的轨道
。

机械工业调整服务方向
,

既是生产力的科学组织
,

又是生产关系
、

上层建筑 领 域 的革

命
,

搞好机械工业调整
,

必将使我国国民经济的面貌大为改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