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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8/2021_2022__E5_9B_BD_

E5_8A_A1_E9_99_A2_E5_c36_328697.htm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

十八日国务院发布） 近几年来，在利用和处理库存积压物资

工作上，经过各地区、各部门积极努力，取得了一定成效。

但是机电产品和钢材库存过大的状况基本没有改变，特别是

相当一部分长期积存下来的废次产品，该报废的没有报废，

该降价处理的没有降价处理，这些东西实际上已经失去或大

部分失去使用价值，在帐面上是一个虚数，拖的时间越久，

损失越大。同时旧的积压未处理完，新的积压又不断发生，

这是我们经济领域中一个严重问题。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必

须解放思想，采取果断措施，打开清仓利库的新局面。清仓

和处理积压物资，要从积极方面考虑，涉及到冲销资金，有

关单位可能要叫困难，其实那些资金已经长期占压在那里，

早就不流通了，处理积压物资，虽然要损失一部分，但至少

可以使一部分活起来，把包袱甩掉。这对改善经营管理，减

少能源消耗，争取国家财政状况好转，会起很好作用。为了

对库存积压的机电产品和钢材进行处理并防止产生新的积压

，特作如下规定： 一、报废、降价的范围和标准。 凡全民所

有制的企业事业单位（包括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商业、

供销、外贸、物资、农林牧渔、文教、卫生等部门），在１

９８０年底以前积压的机电产品（包括农机产品）和钢材，

以及生产企业１９８０年底以前生产积压的机电产品和钢材

，需要降价处理和应该报废的，都应按规定作降价或报废处

理。 报废的标准： １．粗制滥造，质量低劣，不符合国家、



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的技术标准的； ２．保管不善，严重锈

损或超过规定存放期限已不能再使用的； ３．技术落后，耗

能很高（与国家、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的标准比较，或与国

产同类产品比较，高于１５％以上），效率很低，已被淘汰

的； ４．产品设计不合理，工艺不过关，无法改作他用和无

改制经济价值的专用设备或非标准设备。 二、报废、降价处

理审批办法。 报废，由库存单位根据上述报废标准，由领导

干部、工人、技术人员组成鉴定小组，对需要报废的产品进

行认真的技术鉴定，确实要报废的，机电产品每台帐面价在

５０００元以内的，小件产品（如工具、量具、工业轴承、

各种配件、电子元器件等）每批帐面价在５０００元以内的

，由库存单位领导审批（县属企业事业单位的审批权限，由

省、市、自治区规定）；超过５０００元的，按财务隶属关

系报直属上一级主管部门（公司或局）核准后执行。 降价，

由库存单位根据库存物资的实际情况和按质论价的原则，提

出降价处理的方案。机电产品降价幅度不超过帐面价４０％

、钢材不超过３０％的，由库存单位领导审批；超过上述幅

度的，按财务隶属关系报直属上一级主管部门（公司或局）

核准后执行。 改变逐级上报、层层审批的繁琐办法后，加重

了库存单位及其上一级主管部门的责任。因此，在处理过程

中，既要防止草率从事，又要勇于负责。 三、转帐处理办法

。 库存积压的机电产品，有的单位确实需要和合同，但缺乏

资金的，经需要单位上一级主管部门证明，并经库存单位上

一级主管部门（公司或局）核准，可以转帐调拨利用。 四、

财务处理办法。 １．报废、降价的财务损失，按本单位１９

８０年底自有流动资金、定额贷款、超定额贷款的构成比例



冲销。基本建设、技术措施等项目，按财政拨款、银行贷款

和自筹资金等的构成比例冲销。 ２．转帐处理的物资，按库

存单位资金构成比例划转资金。需要降价后调出的，由调出

单位按降价规定处理。调入按调入单位后的用项入帐，并相

应地增加资金或贷款。 ３．库存单位应按季将本单位审批范

围内的报废、降价损失和上一级主管部门核准的报废、降价

、转帐处理的损失，按财务隶属关系向有关的财政部门和开

户银行办理冲销手续。各级银行按季将冲销的定额贷款和超

定额贷款逐级汇总，分别上报人民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

行，由各总行按财政部核处。 ４．报废、降价的机电产品和

钢材，要在实际处理后再办理财务损失的冲销手续，并尽快

收回残值。 五、库存机电产成品的处理。机械企业积压的产

成品，要认真进行清理、鉴定，能够使用或经过修理、改制

后能够使用的 ，应积极使用，并对用户实行三包。需降价处

理的，按降价规定处理。确实没有使用价值的，按报废规定

处理。 六、库存专用设备和大型设备的处理。库存积压的各

种专用设备和大型设备，如冶金、化工、石油等专用设备，

首先应结合“六五”计划提出利用规划和处理措施，再由库

存单位和主管部门请专家参加，认真进行鉴定，凡今后能使

用的要加强维护保养，妥善保管。技术落后，确无使用价值

的，按报废规定处理。 七、库存报废物资的回收处理。报废

机电产品和钢材的废金属，要贯彻就地就近回收和充分利用

现有废钢铁加工能力的原则，避免长途运送，重复设点，造

成新的浪费。在报废的机电产品中，有能拆卸利用的钢材、

单机和零部件，可由报废单位拆下利用，拆剩部分再交废金

属回收部门回收冶炼，不准再流入社会继续使用。回收单位



不要强求完整，更不能回收后再拼装出售。凡本单位有废金

属冶炼能力的，可留作本单位冶炼使用，并出具冶炼证明，

赁以冲销相应的资金和贷款。 八、防止产生新的积压。要总

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切实改变那种“生产报喜、流通报忧、

产品积压、财政虚收”的状况。 （１）不论生产资料或生活

资料，都必须根据需要和订货安排生产，保证产品质量。国

家公布淘汰的产品，必须按规定停止生产。 （２）任何地区

、部门都不准不顾产品有无销路而硬压产值指标。凡属单纯

追求产值、利润而盲目生产质量不合格、品种花色不对路的

产品而造成积压的，银行不准贷款，物资、商业部门和供销

机构不准收购，各级主管部门不准强迫有关单位收购。 （３

）使用单位一定要按需订购。凡是库存合格合用，耗能不高

，又不影响产品质量的，都要首先利用库存。 凡是盲目生产

和盲目订购造成新积压的降价、报废损失，不能继续冲减流

动资金、财政拨款或贷款，要作为营业外损益处理，同各级

经济利益挂钩。由于地方或国务院主管部门计划不周或瞎指

挥造成的经济损失，分别由地方财政和中央财政解决。同时

要把财政上虚收的那部分利润或税金，从各级财政部门扣回

。 九、加强领导。报废和降价处理工作，要在１９８３年９

月底前基本搞完。国务院责成国家经委负责，财政、银行、

物资等有关部门，密切协同做好此项工作。各地区由经委负

责、计委、建委、财贸办、进出口委、财政、银行、商业、

物资等有关部门，都要重视并积极配合，加强监督检查，及

时解决实际问题。 十、为了群策群力做好这项工作，凡是有

银行信贷员、财政驻厂员、建行拨款员的企业，有关报废、

降价工作，都必须邀请他们到现场共同研究处理。 十一、严



禁在报废、降价处理机电产品和钢材的工作中，弄虚作假，

隐瞒私分，贪污盗窃，破坏国家财力。如有违反，要依法严

肃处理。 十二、各地区、各部门可以根据本规定的原则和精

神，结合本地区、本部门的情况，制订具体的实施办法。以

前有关这方面的规定，凡与本规定不一致的，均按本规定执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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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