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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6/2021_2022__E5_9B_BD_

E5_8A_A1_E9_99_A2_E6_c36_326422.htm （一九八五年二月八

日） 国务院同意国家经委，财政部，人民银行《关于推进国

营企业技术进步若干政策的暂行规定》，现转发给你们，望

遵照执行。 国家经济委员会、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 关于推

进国营企业技术进步若干政策的暂行规定 增强企业活力是当

前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为了鼓励国营企业的技术进步

，加速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使企业能够逐步具有自我改造

和自我发展的能力，除了要继续贯彻《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扩

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外，还必须实行推进企

业技术进步的若干政策。为此，特作如下规定：一、 企业应

有推进技术进步的自主权。在国家制订的技术政策和长远规

划的指导下，根据计划要求和国内外市场的需要，企业有权

决定自己的技术发展方向，拟订技术进步的规划。各级行政

机关要充分尊重和支持企业的技术进步自主权，善于运用经

济办法对企业进行适当的引导；银行根据国家计划和市场情

况，有权在审查技术进步项目的水平、效益和企业的偿还能

力的基础上，决定信贷业务，加强资金管理。二、 鼓励和促

进企业提高产品质量。实行按质论价、优质优价的政策。要

制订优质品分等论价的质量标准。凡实行优质优价的产品，

要经质量监督部门授权的单位进行技术鉴定。根据拉开质量

价差档距、扩大优质优价产品范围的原则，物价管理部门和

各工业主管部门、地区，按照物价管理权限，依据企业的申



请，制订和批准优质品的固定价格。经物价管理部门批准，

也可允许企业根据市场情况对优质产品不加价。对生产劣质

产品或国家规定淘汰的陈旧落后产品的企业，要运用行政手

段和经济手段，采取罚款、降价、停产等惩罚性措施。具体

办法由各部门、各地区制定。三、 支持企业进行技术开发。

企业的技术开发费用来源：（一）生产成本。除《国营企业

成本管理条例》中规定的可从成本中开支的费用以外，为开

发研制新产品、新技术所必需的单台价值在五万元以下的测

试仪器、试验装置、试制用关键设备购置费，数额较小的，

可以摊入当年成本，数额较大的，允许企业分三至五年摊入

新产品成本或全部产品成本。凡实行此种办法的，就不实行

按销售额提取１％的技术开发费用的办法；（二）企业的自

有资金；（三）国家酌情拨款；（四）银行发放技术开发低

息或贴息贷款。为使企业具有不断进行技术开发的能力，凡

在全国范围内第一次试制并列入国家科委，经委试制计划或

经国家经委、科委鉴定确认的新产品，从试制品销售之日起

免征产品税、增值税三年；列入国务院各部或省、自治区、

直辖市试制计划的新产品，在试制期间销售的，应区别不同

情况，免征产品税、增值税一至二年。四、 重点支持大型骨

干企业的技术改造。要充分发挥大企业的优势，采取切实有

效的措施，力争在“七五”期间和“八五”前期，围绕发展

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和提高产品质量、降低能源、原材

料消耗，基本完成现有大型骨干企业的技术改造任务、除石

油、石化、煤炭、邮电、有色金属等国家已批准实行投入产

出经济责任制办法的行业外，根据“七五”计划的要求，一

九八五年先选定一批经济效益高而又急需改造的大型骨干企



业，逐个审定技术改造方案，实行规划一次商定、企业分年

实施的办法，取得经验后再梯次展开。这些企业技术改造资

金的筹集，主要有以下渠道：（一）充分利用企业的自有资

金；（二）结合“七五”计划的编制将原拟用于新建项目的

投资，适当调整一部分加强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和改建、扩

建；（三）依靠银行发放贷款；（四）对生产资料实行产量

递增包干，凡是完成国家调拨计划，允许企业超产自销的产

品，由企业按照浮动价格自销，超产自销部分按实际销售价

交纳产品税、所得税，暂免征收调节税；（五）对个别由于

现行价格低、利润少，偿还能力差、资金确有困难的企业，

在改造期内可以酌情减免一定的调节的税；（六）经国家批

准 ，动用一部分国家结存外汇 ，并发放供购汇用的低息贷款

；（七）部门、 地区和其他企业按照补偿贸易或其他双方接

受的方式， 进行跨部门、跨地区、跨企业的投资；（八）利

用外资；（九）免除对企业的不合理摊派。五、 提高企业的

折旧率。 一九八五年首先选择少数大型骨干企业、 重点机械

电子行业、列入三年出口规划的一千一百多个轻纺企业和除

上海、天津外的沿海开放城市的部分工业企业，按国务院批

准的固定资产分类折旧年限，提高折旧率，其他行业以后分

年逐步提高。一九八五年提高折旧率在五亿元范围内处理，

具体企业名单和办法由国家经委、财政部确定，从一九八五

年起， 原由国家集中的企业３０％的折旧基金， 不再上缴中

央财政，由主管部门、地区集中调剂使用。这部分由部门、

地区调剂使用的折旧基金，免征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企

业留用的部分，照征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物资局原来补

助的材料，参照一九八四年补助基数继续安排。六、 对企业



的产品创优、技术开发、技术改造、技术引进放宽条件。主

要是：（一）对于自有资金确有困难而又必须改造的企业，

经主管部门商得银行同意，可放宽申请贷款必须有自有资金

的限制；（二）对于社会效益较大，企业收益甚微的项目，

例如节能项目，允许还款年限放宽为七年，个别的还可适当

延长；（三）技术改造项目只按建筑工程投资额征建筑税。

七、 活跃技术市场，加速技术转移。鼓励企业之间或企业与

科研、院校之间开展多种渠道的技术贸易与多种形式的技术

转移。有条件的城市要大力加强技术咨询和信息服务，积极

筹办技术贸易中心。技术转移一般实行有偿转让，有偿转让

收费应本着双方自愿互利原则协商议定。有关技术转让事项

，按照《国务院关于技术转让的暂行规定》执行。八、 鼓励

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引进技术可采用技贸结合、合作开发、

合作设计、合作生产等多种方式。技贸结合需进口整套散件

，经国家经委批准后，可按国务院国发（１９８４）４４号

文件规定享受减征关税、工商产品税的优惠。企业为产品创

优、技术开发、技术改造、技术引进所需进口的机器设备、

仪器仪表，可按国家税法规定减免进口关税和产品税（或增

值税）。对通信、港口、铁路、公路、机场引进的技术、设

备（飞机、车辆、船舶除外）也可以享受技术改造的税收优

惠待遇。先选择一批具备条件的大型骨干企业，经国家批准

，赋予扩大技术引进、吸收利用外资、对外谈判签约权限。

九、 加强智力开发。企业向经营型和开拓型的方向转变，关

键在于有适应这种转变的人才。企业培训技术业务人员的费

用，可摊入成本。为某个产品创优、技术开发、技术引进、

技术改造项目服务的培训费用，包括出国培训费用，可在项



目资金中开支。大型企业兴建的培训中心，或城市、行业为

中小企业服务兴建的培训中心，首先由自筹资金安排，还可

使用返回的折旧基金及地方机动财力以适当补助。十、 在完

善经济责任制的基础上严格实行奖惩制度。所有推进企业技

术进步的项目，都必须实行，“四定”、“四包”即：定技

术目标、定工作程序、定协作关系、定人员责任，包投资、

包工期、包质量安全、包经济效益。对按规定提前完成并节

约资金的企业，由部门，地区给予奖励；未按规定完成任务

的，由部门，地区酌情给予批评或采取一定程度的经济制裁

。为鼓励企业推动技术进步，从一九八五年起设立国家级的

企业技术进步奖，奖励在技术现代化、管理现代化、人才现

代化方面有突出贡献的单位。评选条件及审定办法由国家经

委拟订。 对于以上十项政策规定，各地区、各部门可以结合

实际情况，制定实施细则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