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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
,

拓宽地质工作领域走向市场经济
,

已成为冶金

地勘部门需要认真研讨的新课题
。

当我们意识到加快地质工作走向市场经济

的必要性时
,

自然会联想到冶金地质经济的结构
。

我们常用
“

冶金地质系统
”

一词来表述冶金地勘部门这个整体
。

作为整体

存在的冶金地质系统
,

目前的经济结构是怎样的呢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下
,

这个系统的经济结构将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这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
。

系统论中
,

关于系统结构的理论告诉我们 任何系统的结构
,

不会是绝对封闭和绝对静

态的
,

任何系统总存在于一定环境之中
,

总要与外界进行物质的
、

能量的或信息的交换
。

系

统的结构在这种交换中
,

总要发生变化
,

这就是系统结构的开放性
。

用系统结构开放性的原

理来认识冶金地质系统的经济结构
,

可以发现 冶金地质系统 目前的经济结构是开放性的
。

所有制结构是开放性的
。

在改革的过程中
,

冶金地质系统内部的所有制结构
,

已经由原

先单一全民所有转变为以全民为主
,

集体为辅
,

全民
、

集体两种组成之间相互联系的形式
。

这种所有制的结构是受外部经济条件的影响而形成的
。

同时
,

它也以这种结构形式影响和作

用于外部经济环境
。

生产 目的是开放性的
。

地勘单位的生产目的
,

已由按国家计划完成 目标任务对国家负

责
,

转变为按国家计划和市场需求对国家和社会用户负责
。

生产资金结构是开放性的
。

改革前
,

地勘单位的生产资金均由国家财政以地勘事业费的

形式下拨
。

改革后
,

地勘单位从事生产的资金来源是多渠道的
。

据 年统计
,

我国地勘

行业的全部资金来源构成情况是 国拨地勘费占
,

地勘基金占
,

部门自筹占
,

地方财政拨款占
,

其他资金 占
。

我们冶金地质系统的资金来源
,

主

要由国拨地勘费
、

地勘基金和吸收地方各种资金构成
。

生产经营结构是开放性的
。

目前的地勘单位已经是一个多功能的生产经营实体
,

是一个

既能从事地勘业
,

又能从事地勘延伸业
,

还能从事其他各种生产经营活动的实体
。

我们称其

为
“

三位一体
”

的结构
。

而且
,

这
“

三位
”

的相对比例是根据市场的变化情况和 自身的实力
,

并

权衡利弊而不断调整的
。

经济管理结构是开放性的
。

与冶金地质经济特征和内外经济环境相适应
,

冶金地质系统

为适应找矿和多种经营两种经济活动的不同需要
,

促进
“

两业
”

协调发展
,

采用了事业一企业

复合型经济实体的管理体制
。

一个国家经济体制的调整和改革
,

必然导致经济结构的变革
。

上述冶金地质系统经济结

构的种种变化
,

是随着社会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改变而相应形成的
。

那么
,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
,

冶金地质系统的经济结构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让我们继续用系统论的思想
,

对冶金地质系统今后的经济结构进行探讨
。

任何系统的结

构在本质上是开放的
,

总是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中
,

这是系统与变化着的外界相互作用的必



然趋势
。

而 目前的结构状态
,

则是系统中各组成要素相互作用以及系统受周围环境影响的结

果
。

同时
,

目前的结构状态
,

又是形成未来的新结构的基础
。

通过上面叙述
,

我们已了解所

有制
、

生产目的
、

生产资金渠道
、

生产模式
、

管理方式等五个方面 目前的结构状态
。

以此为

基础来探讨今后经济结构的发展与变化
。

关于所有制结构
。

在 目前全民
、

集体所有的基础上如何进一步发展 笔者认为
,

最重要

的是怎样改革全民所有制的现实形式
。

随着集体和合作资产的参人
,

地勘部门的产权将是全

民
、

集体
、

合作三者混合的公有制
。

全民所有的资产将以股份的形式来体现
。

预计在较长时
间里

,

地勘单位的全民资产的股份是主体
。

关于生产目的
。

国家计委在有关文件中已提出
,

对
“

九五
”

国家预算内地勘费安排的基础

地质和矿产普查
,

拟采取由国家向企 事 业单位实施合同订货式招标承包的办法
。

这样
,

国家就成为地勘单位从事地勘生产所提供的矿产资源信息产品的用户
。

本文前述的地勘单位

的生产目的对国家和社会用户负责将转变为对一切用户负责
。

关于生产资金结构
。

生产资金获取形式将会发生实质性变化
,

同时
,

资金来源也将会更

加扩大
。

地勘部门将承接国家订货资金
,

而不是以往那种固定形式的地勘事业费
。

冶金部地

质勘查总局去年制定的《
“

八五
”

国家预算内地勘费分配调整方案》
,

是承接国家订货资金的预

备式
。

地勘工作资金来源将从国内扩展到国际
。

年西南地勘局与澳大利亚 公司建

立矿产勘查合作公司
,

项 目已签约实施
,

这是我国地勘部门吸收外资进行地勘工作的开端
。

关于生产经营结构
。

今后
,

冶金地质系统的生产经营结构
,

可以继续保持
“

三位一体
”

的

框架
,

但它将以
“

大地质
” 、 “

大科技
”

为新内容把包括地质找矿
,

矿产品及工业矿物开发
,

地

下管线
、

基桩工程勘测与施工
,

环境评价
,

农业和灾害地质
,

国土规则
,

黄金测试
,

宝玉石

和观赏石的鉴定
、

加工
、

商检及开发等
,

充实于
“

三位一体
”

的框架之中
,

一个纵横结合
、

内

外兼营
、

综合开发的动态的生产经营结构形式
,

将出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下
。

关于经济管理结构
。

上述事业一企业复合型经济管理结构乃是过渡性的
。

年元月冶

金地质天津会议制定的 《冶金地质
“

八五
”

深化改革要点》
,

笔者将其中心内容归纳为 加速

一个进程 即加速企业化进程 纳人一个活动 即把地勘业
、

地勘延伸业
、

多营业纳人经

营活动 扩大一个重点 即以经营承包为重点 进行七方面的改革 即进行劳动
、

人事
、

分配
、

财务
、

物资
、

科技
、

组织管理等改革
。

该 《要点 》所包含的经济管理结构将是企业

型的
。

笔者曾发表
“

对推进地勘单位企业化的构思
”

一文 载 《冶金地质经济》
,

年第
’

期
,

对地勘单位最终走向地勘企业集团的道路进行了初步构思
,

要么加人其他企业集团
,

要么组建自己的企业集团
。

其经济管理结构将是企业集团式的
。

可以设想
,

当这种经济管理

结构形式出现时
,

任何一个层次的经济管理部门之经济管理方式
,

除了对国有资产的保值
、

增殖及投人产出的指标进行监控外
,

剩下的就不多了
。

地勘部门的管理方式将与国际接轨
。

综上
,

是否可得出如下结论 只有坚持经济结构的开放性原则
,

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的要求
。

这里
,

还必须指出
,

坚持经济结构的开放性原则
,

首要的是观念的更新与开

放
。

总局今年召开的福州会议的议题是
“

抓住机遇
,

加速发展
,

为实现冶金地质经济再上新

台阶而奋斗
” 。

在更新观念问题上
,

笔者将其概括为 冲破传统的计划经济的束缚
,

树立市

场经济的观念 克服消极依赖
“

皇粮
”

过 日子的思想
,

增强进入市场求生存
、

求发展的观念

克服封闭保守思想
,

增强开放观念 克服地勘部门特殊化的思想
,

增强加速发展的观念
。

以

此观念来指导今后的经济结构调整
,

不是大有裨益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