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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提高地质工作经济效益的素质基础

吴 军 雄

广 末有 色 地 质 勘 探 公 司

当前
,

新技术革命正在向各个

领城提出挑战
, “

第三次浪潮
” 正

在波及每一 个角落
。

我国各部门
、

各行业正在关注 着这场革命
,

研究

时策
,

采取行动
,

迎接挑战
。

地质

工作要迎接这场挑战
,

提高经济效

益
,

保证冶金
、

有色金属工业战略 目标 的实现
,

一个

很重要的 问题
,

就是要提高素质基础
,

增强找矿勘探

的应变能力
。

中央 领 导同志 曾经指出
“

工业面 临着
一个严重的挑战

,

企业 不在素质上有个显著的提高
,

就没有生命力
,

在国 际市场 上没有竞争力
” 。

企业是

新技术革命的直接应战者和受益者
,

新技术革命成果

的推广应用
,

最终要通过企业这一层 来实现
。

素质基

拙 既决定应战能力
,

又是提高经济效益 内在的决定 因

素
。

因此
,

作为采掘工业基础 的地质工作
,

也存在着

提高素质的问题
,

要从战略高度来认识这一问题的重

要性
,

从紊质基础 来研究提高经济效益的途 径
。

“

素质
”

是提高找矿勘探能力和经济效益的荟础
“

素质
”

一般是指事物 内在的特征
。

企业紊质是

决定企业活动 能童大小 的各种内在因素的总和
。

地质

工作素质是决定地质队伍找矿勘探能力大小
、

地质工

作经济效益好坏的各种内在因素的总和
,

它主要由人

员素质
、

技术素质和管理素质构成
,

其状况及组合水

平就构成了地质队伍找矿勘探能力的基础
。

具体体现

在五个方面 一 是提供社会 生产建设 需要的地质成

果 二是减少地质成果的劳动耗费 三是适应变化 了

的客观情况和 找矿 时 象 四 是采用新技术和技术进

步 五是竞争和协作
。

素质是质与量的统一
,

既有质

的规定性
,

也有童的要求
。

衡量地质工作素质优 劣的

标志应是找矿勘探能力的大小
,

应 变能力的强弱
,

其

最终成效应表现在地质成果和经济效益上
。

现在
,

普遮感到找矿难度大
、

效 果差
,

如按我国

探明储童的地质事业 费投资与全部矿产的价值比较
,

在恢复时期 为
,

而 “ 四五
”

期间仅为
,

投

资效果大大下降
。

由于原材料
、

燃料和部分生产资料

价格的提高
,

职工工资的增长
,

以 及社会摊汰费用 的

增加
,

使工程成本越来越高
,

投资逐年增加
,

而 真正

用于找矿 勘探 的 费用 占地质事业 费投资的比重却下

降
。

有的地质队工作多年
,

耗资上千万 元
,

也找不 到

几个可供生产建设利用的矿床
。

这除 了随着地质工作

程度的提高
,

埋藏浅
、

易发现的露 头矿越来越 少 找

矿对象转为隐伏的和难以 辨认的矿体等客观原因外
,

一个重要的 因素就是地质工作的素质问题
。

找矿勘探

能力未能随找矿时象的变化而 变化
,

也就是说应 变能

力不 强
。

地质部门的紊质状况及其对地质经济效益的影响

由于历史的原因以 及
“

左
”

的思想影响
,

过去我

们不重视素质问题和经济效益
,

致使 素质墓础 不好
,

地质经济效益 不高
。

一 人员素质与地质工作经济效益 人 员紊质

包括领导班子的素质和职工队伍的素质 本文 若重讨

论后者
。

劳动 力是社会生产 力中最重要的 因素
,

在整

个社会生 产力发展 中起决 定性作用
。

特别 是地质工

作
,

劳动时象是客观地质体
,

在认识和取得地质成果

的创造性劳动过程中
,

决定成果大小
、

优 劣
、

经济效

益 好坏 的 不 一 定是劳动 时 间 的 延续和劳动 强度的大

小
,

而是地质工作人员的素质
、

队伍的 智能结构 以

及运用技术的能力
。

目前人 员素质是不高的
。

从人 员的文化素质来看 广东公 司几千人 的队

伍
,

初中以 下 文化程度占 写
。

在生产工人 中
,

初中

以 下文化程度达
,

其中小学以 下 文化 程度的高达
。

这就给推广应用先进技术和设备带来困难
。

在

干部队伍中
,

初 中以 下 文化程度 占 叭
。

在经济管理

干部中
,

高等院校毕业 的 只 占
,

而 不 具备相应学

历 的却达到 左右
。

这给现代化 管理造成 了困难
,

管理水平难以提 高
。

从人 员的技术素质 来看 现代职工 队 伍的特点

之一
,

就是工 程枝 术人 员和科 研 人 员的比重越来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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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如美国各工业部门的科技人员比重最高达到
。

象地质部门这种知识 密集型的部门
,

工程技术人 员和

科技人 员占的比 重更大
,

美国地质科技人员占职工 总

数的
,

苏联 眸 已达到
。

而我国地质队

伍中工程技术人员仅 占职工总数的
,

地质部系统

年也只达到
,

我公司为 高级技术

人员所 占比重更低
,

不适应现代地质工作的要求
。

随着地质工作的不断深入
,

找矿难度的增大
,

新

领域
、

新技术的开拓发展
,

要求地质技术力童逐步增

加
。

而 现在却是崎形发展
,

工程技术人员比重 曲线

出现下 滑的趋势
。

如我公 司工程技术人员所 占职工

总数的比重
, “

一五
”

时期为
“

二五
”

时期为

三年调 整 时 期 因压 缩 职 工 队 伍
,

上升到
“

三五
”

时期下降到
“ 四五

”

期间职

工总数比
“

三五
”

增加 了
,

其中工人及学徒增

加 了
,

其所 占比重从
“

三五
” 的 增加到

,

而 工程技术人 员比 “

三五
” 只增加 了

,

比重下降到 “
五五

”
期 间职工 总数 比前一时

期增加 了
,

工程技术人 员虽然增加 了
,

但由于基数低
,

增长速度和 幅度不如职工 总数及工人

人数
,

比重又 下降到
。

由于工程技术人员少
,

不 少地质队的技术人 员忙于应付工作矿 区的 日常管

理
,

抽不出人力和时间来加强普查找矿和 综合研 究
,

更少有机会进行再学习
,

更新知识
,

致使一些工作做

得不 细
,

研究不深
,

效率不高
,

周期过长
,

影响 了地

质经济效益 的提高
。

再从工人的平均技术熟练程度来看
,

目前仍有不

少工人没有经过专业培训就上 岗操作
,

在青壮年生产

工人中
,

需进行技术补课的达到
。

生产工人的

技术等级平均只 有 级
,

其中三级以 下的 占
。

工人技术熟练程度直接影响着工作效率
,

如钻探台月

效率从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仍 在 米以下排徊
,

一

个重要原 因就是技术水平没有明显的提高
。

从人 员的身体素质来看 野外地质工作流动性

大
,

工作艰苦
,

需要有良好身体素质
,

加之野外服务

年限短
,

所以年龄结构应趋向年青化
。

但 目前队伍老

化
,

年纪普遮偏大
。

就广东地质公司而 言
,

干部队伍

中 岁以上者占
,

工程技术人 员中 岁以 上的

达
。

有的地质队平均年龄 已达 岁
,

岁以 上

的占
。

相当一部分职工 不同程度地患有各种疾

病
,

不适宜长期从事野外工作
。

身体紊质差
、

队伍老

化
,

不 可避免地造成一 线紧
、

二 线松
、

三线肿的现

象
,

队伍难以机动 灵活
。

人员的思想政治素质是决定队伍精神面 貌的关

健
。

要树立热爱党
、

热爱社会主义
、

热爱祖国
、

热爱

地质事业
,

以地质找矿为荣的劳劝态度
。

现在这方面

问题不 少
,

如党员在职工 总数中的比重在下降
,

现仅

为
,

在生产工人中只有
,

没有党员的班组 占

相 当大的比例
。

职工思想不德定的问题相 当突出
。

由

于各方面 因素的影响
,

特别是地质工作的社会地位
、

职工福利待遇等问题
,

造成相 当部分的职工不安心工

作
、 因此

,

在新的形势下
,

切实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

不但时提高找矿效果
,

而且时地质队伍的巩固和地质

事业 的发展
,

都有着重要意义
。

二 物质技术素质与地质工作经济效益 物质
技术素质是指地质工作中起童要作用的各种劳劝工

具
,

诸如探矿机械
、

测试仪器
、

物化探设备等 它们

是地质工作取得第一性资料的重要手段
,

是实现从感

性认识到理性认识 飞跃的前提
。

目前
,

我们的物质技

术素质仍显薄弱
,

主要表现在

一是设备陈旧
、

老化
。

如钻探机械
,

国外早 已更

新换代
, 而我们 仍在大童使用合金

、

钢拉钻进
。

钻机

体积大
、

重黄重
、

效率低
。

岩犷 测试仪器也比较落

后
,

浏试能力低
,

精度差
,

分析速度慢
,

不适应地质

工作的发展
。

物化探仪器也比较陈旧 ,

大都是五
、

六十

年代的产品
,

精度不 高
,

异常值与实际情况差距较

大
。

时一些新设备仪器的使用
,

也因技术方法 落后或

管理不善等原因
,

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

二是工艺水平落后
。

如复杂地层
、

深部钻进
,

钻

孔防针等还没有一套比较先进可行的工艺流程
,

用于

处理井故的时间多
,

个别复杂地层钻进的井内事故率

高达 以上
,

浪费了不 少台时
,

使台月效率难以提

高
。

样品加工也大都是手工操作或半机械化

三是高精尖的技术较少
,

先进的设备仪器不 多
,

技术手段和方法没有重大改进
,

找矿效果难以有较大

提高
。

三 管理素质与地质工作经济效益 管理的基

本职能是组织
,

是对劳动过程的计划
、

指挥
、

调度
、

调 节和控制
。

地质队伍能否 充分发挥其找矿劫探能

力
,

提高地质经 济效益
,

管理是 关健
,

是决定性的

环节
。

计划工作的水平是管理素质的综合表现
。

地质工

作要以提供可供生产建设利用 的矿产资源为目标
,

建
立 全面 的计划管理 系统

,

保证工作目标的实现
。

目

前
,

各专业计划分而管之
,

缺 乏综合平衡的状况相 当

普遍
。

人
、

时
、

物 的安排与地质工作的需要相脱节
,

就是人
、

财
、

物本身的安排也不协调
。

例如
,

虽然强

调加强普查找矿
,

但在具体安排上却往往俘不到优先



保证 重点 项 目安排不突出等
,

都与缺 乏全面计划管

理有关 计划工作的管理本身也不适应地质工作的发

展
,

现在是一年计划
、

计划一年
,

三
、

四月份下达

计划
,

九
、

十月份进行调整
,

直至年底才能最后确定

下来
,

不能不影响地质找矿的安排和进展

管理的基础工作
,

具体 包括原始记录
、

规章制

度
、

定顺工作三个方面
。

有的单位原始记录不全面
,

有些 工作还没有原始 记 录 记录不及时
,

内容不真

实
,

甚至弄虚作假的现象也要有发生
。

有些规章制度

仃得不够全面和合理
,

有的无幸可循或是有章不循
,

执行不严格
,

流于形式
。

定顺工作还缺乏先进性和合

理性
,

而且在实际工作中往往不 以定额作为标准来考

核
、

评比等
,

不利于克服分配上的平均主义
。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新的管理理论
、

方法的推

广应用
,

管理工作单纯依幸管理者的经验和体力已经

远远不够了
,

必 须把科学技术的新成果引进管理工

作
,

改进管理手段
,

促进管理现代化
。

目前
,

我们 的

管理工作仍以 经验和手工为主
,

办字效率低
。

管理人

员要进行大童的重复劳动
,

工作时间长
。

据统计
,

有

的地质队编制全队年度地质项 目的设计预 算
,

八开的

表格达一百 多张
,

计 划数据达 两 万 多个
,

从收 集资

料
、

整理 编制
、

复写成稿
,

到送审
,

全部是手工操

作 管理人员忙于应付 日常业务
,

很少深入实际
,

调

查研究
,

更无力从事创造性的工作
,

因此
,

知不改进

管理方法和手段
,

管理人员就不可能从烦琐的业务中

解脱出来
,

现代管理方法就难以应用
,

管理水平就不

会有根本性的提高
。

增强豪质基础
,

探索提高地质工作经济效益的新

途径
提高地质工作经济效益的途径很多

。

笔者认为
,

增强素质基础是提高经济效益 的新途径
。

就经济效益

的一般概念来说
,

就是地质成果与其所耗费的劳动之

比
。

而地质成果的优 劣
、

劳动耗费的大小
,

是与地质

队伍找矿勘探能力各种内在因素的状况和组合水平紧

密相关的
,

也就是与素质基础有关
。

素质基础的提高
,

牵涉面 广
,

既有内部因素
,

又

要有外部条件
,

如改革管理体制
,

给地质队
“

松绑
”

放权等等
。

但 就队伍 内部来说
,

就是要提高人员素

质
、

物质技术素质和管理素质
。

建议从以 下 几方面进行改革

一 以智力投资为基础
,

改革劳动用工制度
,

全面提高职工队伍的素质 从人员素质的现状我们可

以清楚地看到素质不高
,

问题不 少
。

要改变队伍的这

种状况
,

重要的途径就是增加智力投资
,

抓好职工培

训
。

要根据不 同人 员的情况采取 多层次
、

多途径
、

多

种方法
、

不同类型的教育培训
,

力求做到正规化和制

度化
。

日本从明治维新起就首先抓救育
,

全面提高人

的紊质
,

从而促成了经济起飞
。

人均国民收入 年

仅为 美元
,

年为 美元
,

年达到 美

元
。

著名的 日本名列第一 的作者兹拉
·

沃格 尔写

道
“

如果有一种 因素能解释 日本的成功
,

那便是时

于知识坚持不懈的集体追求
” 。

他们 把技术人 员的培

训作为生产的一部分
,

资本家拿出 的资本用于再

教育
。

目前我们对救育培训
、

技术人 员的再教育重视

不够
,

用于教育的经费少
,

如广东公 司
,

近 几年来用

于教育的经费仅为工资总额 的
,

约 占地质事业 费

投资的
,

其中还有一部分是用于补贴地方学校

的
“

集资办学
” 。

现代社会科学技术迅猛发展
,

据英国科学家詹姆

斯
·

马丁推浏
,

人 类的科学知 识
,

在十九世 纪是每

五十年增加一倍 二十世 纪中叶每十年增加一倍

七十年代每五年增加一倍
。

估计今后还会进一步加速

增长
,

如果我们 不抓好教育培训和知识 更新
,

就跟 不

上时代发展的步伐
,

就有可能被 淘汰
。

地质工作属于知识密集型的
,

以知识
、

智能
、

信

息
、

思维为主的劳动
,

主要要依方工程技术人 员和技

术工人来完成
。

因此
,

要逐步增加工程技术人 员的比

重
,

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

改善队伍结构
,

并改革劳动

用工制度 现行的统包统配
、

只 进不出的劳动 用工 制

度
,

弊端很 多
。

地质找矿工作流动 分散
,

服务年限

姐
,

一线要不断补充新生力童
,

退居二
、

三线的人 员

不断增加
,

队伍越来越庞大
,

富余人 员越来越多
,

随

之而 来的是职工 福利待遇
、

家属安排
、

子女入托上

学
、

劳动就业
、

基地建设等一连 串问题
,

地质部 门 目

前还没有足够的能力来解决这些 问题
。

加上地质工作

艰苦
,

而福利待遇
、

奖金又比工矿企业 少
,

使相 当一

部分职工不安心工作
。

鉴于这种情况
,

第一
,

要改善

外部条件
,

实行特殊政策
,

提高职工福利待遇
,

进一

落实知识分子政策
,

以利于队伍的德定
,

吸引人们从

亨地质工作
。

第二
,

要改革劳动用工制度
,

控制职工

人数增长
。

今后应有计划地增加 大
、

中专技术人 员
、

经济管理人员及技术工人骨干
,

严格限制招收固定职

工 一般工人
,

如操作工
、

辅助工
、

轻型 山地工
、

服

务人员等应以招收临时工
、

合同工为主
。

这样既可解

决队伍老化
,

使队伍更加精悍
,

又可减少费用支出
,

为搞好职工福利待遇创造条件
。

二 广开财源
,

加速技术改造
,

全面增强物质

技术基础 地质物质技术基础是揭霉和认识客观地质



体的重要手段
,

全面增强物质技术基础既是应用新技

术革命的必然结 果
,

又是提高经济效益
,

适应新技术

革命潮流的客观要求
。

其主要途径就是枝术革新和技

术改造
。

首先要重视新技术革命成果的推广应 用
,

不

能让科研成果停留在
“

礼品
、

样品
、

展品
”

和试验阶

段
,

要提高吸收新技术
、

更新设备的 自觉性
。

其次
,

是要改变过去地质技术装备由上级统一仃 购
、

无偿调

拨的做法
,

发挥两个积极性
,

使之更切合实际
。

基层

单位也要克服向上要的思想和消极等待的做法
,

有计

划地
、

分期分批地更新设备仪器
。

三是吸收
、

消化利

用和学习 国外的先进技术
,

适 当引进先进设备仪器
,

积极推广应用 国内现有的科技成果
,

以解决 更新改造

的技术问题
,

缩短达到先进水平的时间
。

加强技术改造
,

就要广开财源
,

解决资金问题
。

现在
,

技术改造资金不 足的问题十分突出
。

这一方面

是由于部分折旧基金被娜作他用 另一方面 是集资渠

道 太少
,

资金来源受到限制
。

目前
,

更新改造资金的主

要 来源 是固定资产计提 的折 旧 基金
,

其他如固定资

产变价收入
,

处理报废固定资产的残值收入等
,

都微

乎其微
。

我们公司每年计提的折旧基金仅 占计提 固定

资产的
,

还有相 当一部分属于房屋折旧
。

总的

来看
,

需要更新换代的设备仪器面 宽童大
,

以折旧基

金为主 的更新改造基金不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
。

我们

公司近三年平均每年用 于新增固定资产的投资
,

仅 占

计提折旧 的固定资产的
,

占全部固定资产总值

的比例更低
。

根据这种情况
,

要解决资金来源
,

就要

广开财源
,

途径有三

其一
,

要适 当提高固定资产折旧 率
。

现行的固定

资产折旧率较低
,

没有考虑固定资产的无形损耗
。

所

谓无形损耗
,

一种是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

使固定

资产的再生产价值降低 另一种是由于新式设备的出

现
,

使老设备贬值或提前报废
。

现在科学技术 日新月

异
,

设备更新换代的速度加快
。

第二 次世界大战后
,

经济发达国家的一般工业固定资产折 旧年限 已缩短到

十年以 下
,

军事工业在五年以 下
。

因此
,

固定资产报

废
、

更新的时间不再与它的有形损耗
、

提取折旧 的时

间相一致
。

不考虑这种情况
,

无形损耗不计提折旧
,

就会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新设备的出现
,

而使老

设备无形损耗的价值得不 到补偿
,

更新换代的资金成

为无本之源
。

其二
,

要加强时折旧基金的管理使用
。

不 能把折

旧基金同其他专用基金捆在一起
,

娜作他用
,

保证用

于技术改造
。

其三
,

鉴于地质工作周期长
,

设备仪器投资回 收

慢
,

资金来源 不足的特点
,

光靠更新改造资全难以 买

现设备的更新换代
。

在 目前矿 产资源无 偿 占用的情况

下
,

国家应 采取特珠政 策
,

增 加 基建投资和 更改资

金
,

扶持地质邵 门的技术改造
。

三 加强基础工作
,

促进管理现代化
,

全面提

高经营管理水平 提高管理素质
,

实现管理现代化
,

就要使管理的思想
、

组织
、

方法和手段达到现代先进

水平
。

首先是要转变管理的思想
、

观念
。

当前
,

工业部

门要从单纯 “
生产型

”

管理向生产经营管理型转变
。

即 不 但 注意企 业 内部的组织
、

协调
,

提高劳动生产

率
,

而且注重对企业外部条件的正确认识
、

预测
、

创

造和运用
,

努 力满足 市场 需要
。

虽然
,

经营总是和
“
盈利 ”

联 系着的
,

只 有企业 才存在经营问题
。

地质

工作的性质
、

对象与企业 不 同
,

在矿产资源不是有偿

占用的情况 下
,

不存在盈利
。

但是地质工作也有一个

满足生产建设需要的问题
,

这是地质工作的 目的
,

应

当从满足生产建设需要的角度来评价地质经济效益
,

所以
,

同样存在着经营管理问题 可借用工业 企业 的

这一概念
,

同样存在从单纯
“

生产型
”

向生产经营

型的转变
。

目前
,

地质部门从微观的角度考虑经济效

益 多
,

从宏观经济效益 考虑少
,

致使勘探不甘 口 ,

形

成呆矿
。

据孙大光部长的报告
,

近五年来审查批准的

份勘探报告中
,

有 份勘探报告没 有及 时得到

利用
,

占三分之一
。

宏观经济效益 不够好
,

一个重要

的原 因就是生产经营管理 不善
。

因此
,

要实现生产经

营管理思想的转变
,

要从宏观的角度
,

经常分析研究

国民经济发展对地质工作的要求
,

预测生产建设时矿产

资源的需求
,

从而 制定地质找矿的战略 目标和具体找

矿时象的选择及决策
,

围绕这个 目标搞好管理工作
,

提 高找矿 效 果和 降低劳动 耗费
,

以取得更大的经济

效益
。

其次
,

要切实加强基础工作
,

建立和健全原始记

录
、

规章制度和各项定额工作
,

搞好经济责任制
,

实

现全面 的计划管理
、

技术质童管理
、

经济核算
、

人事

劳动 管理
,

提高经营管理水平
。

再次
,

要积极应用现代管理方法
,

如用投入产出

法
、

盈 巾晦界点法 来评价矿床勘探的经济效益 用 网

络技术
、

线性规划来安排计划
、

组织生产 用决策网

络来做好各项专业 管理
,

等等
。

由以 经验为主的定性

管理
,

转为科学的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管理
。

与此同

时
,

在管理手段上积极应用电脑
,

没有现代化的管理

手段
,

运用现代管理方法 只 能是空谈
。

因水平有限
,

错误难免
,

诗予指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