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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全会以来，由于贯彻执行国民经济调整的方针，放宽经济

政策，小商品生产和供应有了恢复和发展。塑料产品发展很

快，使小商品的花色品种更加丰富多彩。由于猪皮和金属原

材料的增加， 皮革制品也有大幅度增长， 日用五金基本上可

以满足供应。但是，有些产品品种尚未恢复，有些品种规格

花色不全，部分产品供不应求，甚至长期短缺，譬如：三桶

一盖（澡桶、水桶、马桶、锅盖）、笼屉、洗衣板、菜板、

肉墩、面棍等； 还有儿童生活用品（服装、鞋帽、玩具等）

、小针织线带、 绣花丝线、日用小杂品、易损易碎的小件陶

瓷和玻璃制品也供应不足，群众反映强烈。随着城乡人民生

活的逐步改善，对小商品的需求会越来越多，越来越高。因

此，我们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加强领导，放宽经济政策，调

整税收，疏通供销渠道，把小商品搞活，在国家计划指导下

，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发挥集体和个体生产经营的作用。

一 对小商品生产和供应实行扶持和保护的政策。在财政税收

方面，应予支持和鼓励。工业企业生产小商品，按规定纳税

有困难的，可由企业提出申请，经财税部门审核批准，给予

减税或免税照顾。生产小商品为主的企业，产值小、利润低

的，需要设备更新、技术改造资金、 储备原材料资金以及工

商季节性销售的合理库存资金， 可酌情享受银行低息贷款，

其中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贷款，可税前还款。 关于小商品价



格问题，因原材料提价，使有些小商品发生亏损的，应改善

经营管理，减少中间环节，努力降低成本，有的可采取工商

让利或适当减税、补贴等多种办法解决，不能因此提高市场

销售价格。 小商品所需统配物资， 按照分级管理的原则， 分

别纳入各级物资分配计划，保证供应。指标分给主管生产部

门掌握，实物由物资部门就地就近组织供应到厂，也可以直

供到厂，减少中间环节，任何单位不得挤占挪用。小商品品

种繁多，变化很大，所需原材料难以列入计划的部分，由各

地物资部门在轻工市场原料中，留出一定的比例，交生产主

管部门调剂使用。凡属各地传统名牌产品，原材料应定点优

先直供，少数全国性销售和出口量大的名牌产品， 应实行专

料安排， 保证供应。平板玻璃的分配应划分民用建筑与轻工

市场，以防挤占。小商品生产所需棉纱、棉布，由各级计委

和商业部门核定指标组织供应；所需木材，凡能代用的应积

极组织和鼓励代用，不能代用的，计划分配上满足供应。小

商品生产所需特殊竹木材料和一般竹木小材小料，由各地计

委召集林业部门和供销社共同协商确定品种、规格、数量，

做好收购、调拨工作。国营厂矿的边角余料和地方回收的废

旧物资，要本着先利用后回收的原则，优先定点直供小商品

生产使用，对已建立边角料定点供应的单位，不得随意提价

和中断供应。应允许小商品生产企业利用市场调节，用自销

产品调换所需要的原材料。二 努力改善小商品生产、 供应的

管理工作。 要积极开展国内外市场调查，整顿企业管理，要

以提高质量、增加花色品种、降低成本、扩大批量生产为重

点，搞好设备更新、技术改造，做到精益求精，物美价廉。

有条件的小商品生产企业，可以组织各种形式的经济联合体



，要有计划地发展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生产合作社组织，

要鼓励农民集资生产和经营小商品，对一家一户的夫妻作坊

和个体手工业要积极扶持，加强管理。要鼓励生产传统名牌

产品的老艺人带徒弟，经县以上劳动部门批准可以带子女学

艺。 经营小商品应提倡多渠道，少环节。采取国营、集体、

集市贸易和个体“货郎担”等多种销售形式。发展厂店挂钩

、前店后厂、前零后批等灵活多样的经销办法。工业部门可

以联合起来，建立小商品批发市场，推销产品。有条件的市

、县要有专营小商品批发部，大中城市有的产品要设专营商

店。要积极组织适销对路的小商品下乡，适应广大农村人民

的需要。 对小商品生产和经营单位推行经济责任制要从实际

出发。 生产单位主要考核产品质量、花色品种、产量、生产

成本和服务质量。经营单位主要考核经营品种、数量、费用

和服务质量。 产销单位都应实事求是地计算产值（或销售额

）和利润。 商业批发和零售单位，应按上级规定的经营范围

，编制必备小商品目录，划定最低经营界限，纳入考核范围

。三 加强对小商品生产和供应的领导。首先是各级领导要改

变“重大轻小”的思想，把小商品列入议事日程，各级政府

要有一名领导同志负责，一年抓几次，及时解决小商品生产

和供应中的问题。各有关经济部门都应对恢复和发展小商品

提出具体支持办法。由各级计委或经委牵头，经常调查研究

，掌握情况，综合平衡，协调解决矛盾，疏通供销渠道。 加

强小商品计划管理，本着上粗下细、上少下多的原则分级管

理。同时，在不改变企业所有制和隶属关系的前提下，实行

按行业归口管理。少数与国计民生关系较大的，可以纳入国

家和部管计划，其余产品，尽可能纳入各级地方计划。各级



分管的产品要列出生产目录，加强管理。商业、外贸带料加

工产品,应纳入各级计划,由工业主管部门安排生产。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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