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财经纬栏目主持：张 沁

突出 工业重点
  搞活主体财源

株洲市财政局

株洲是一个工业城市，也是湖南省

的重要工业基地，财政收入有 70% 以 上

来自 于 企业。从这一 基本市情出发，

近几年来，我们坚持财税工作以培植财

源和增加有效财力为重点，把加快工业

经济的发展、提高国有工业企业经济效

益作为财源建设的主攻方向，取得 了一

定的成效。1997 年，全市财政收入已达

到 17.79 亿元，连续 16 年实现 了财政

收入稳定增长和市、县两级财政收支 平

衡，国有工业企业的经济效益和整体素

质也逐年有所提高。在实际工作中，我

们注重抓了四个着力点：

一、找准优势

株洲的主体财源 在 工业企 业。然

而，株洲的 企业大多是在“一 五”、“二

五”时期建立起来的，设备陈旧、包袱沉

重 、机制不活，市场竞争力不强。这块

财源能否搞活，许多人心中没底。特别

是实行新的分税制财税体制后，有的企

业的某些税种直接进 了中央国库，有的

税种如增值税是中央得大头，地方得小

头，还 有 消费税，地 方 只能 得增量 的

20 % 。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具体分析了

我市财政经济发展的优势和潜力。无

论是从株洲的经济基础，还是从全省的

产业分工和 产业布局的要求来讲，株洲

的比较优势都是在工业，只有把工业抓

上来，株洲才能真正富强。尽管株洲企

业“散 、小、差”问题突出，但只要抓得

好，就可以把劣势转化为优势，就可以

变成财源 、税源。虽然不少企业税收大

部分上划中央，但留在地方的那一部

分，仍然是我市的“税收大户”。而且这

些企业大都是株洲的“当家企业”，与株

洲地方工业、劳服企业、乡镇企业和区

街工业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起着带动

株洲经济发展的“龙头”作用。因此，国

有大中型企业是株洲经济棋盘上最重

要的棋子，千万丢不得。只有走活这步

棋，才能走活全市经济这盘棋。
二、转机建制

在统一思想认识的基础 上，我们紧

紧抓住株洲作为全国首批“优化资本结

构”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城市的历史 机

遇，从实际出发，全面实施 了“抓大放

小”战略，把国有企业推向资本市场。
在抓大方面，我们按照现代企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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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要求，以优势企业和名牌产品为龙

头，以形成企业集团为突破口，采取兼

并、联合、收购等形式，组建了一批企业

集团，实施集约化经营和集团化管理。
同时变单一国有投资主体为多元化投

资主体，增强 了企业规模经济效益和抵

御市场风险的能力，涌现了南方集团、

湘大集团、国光集团等一批辐射面广、

带动能力强、经济效益好的大企业群

体。如国光瓷厂于 1993 年进行股份制

改造，现已发展成为拥有 7 家子公司、

11 家分公司，总资产 2.43 亿元的具有

较强竞争能力的企业集团。1997 年实

现 利 润 2 5 5 2 万 元 ，较 上 年 增 长

27.72%。实践表明，企业集团的组建

和发展壮大，增强了企业参与市场竞争

的能力，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更为

重要的是，为财政提供了稳定的增收渠

道。

在放小方面，我们以股份合作制为

主要形式，从明晰产权入手，加快小企

业经营机制的转换。到 1997 年，全市

股份合作制企业已达 400 多家，县以上

中小企业改制面达到 50% 以 上。通过

股份合作制改造，达到了转换机制、强

化管理、提高效益的目的。如我市的千

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改制前是一个产

值不过 2 000 万元的小型制药厂，企业

效益不够理想。1993 年，进行股份制改

造，组建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 350

万元，改造了 4 条生产线，开发了以妇

科 千金片 为 主的 10 余个新产品，企业

由小变大。通过择优兼并市拉链厂等

企业，1997 年实现销售收入 11 578.1

万元、利润 1 551 万元，分别比 1993 年

增长 10 倍和 16 倍，实现利税 2 600 万

元，人均创利税 9.2 万元。实践同样使

我们认识到，在加快大公司、大集团组

建步伐的同时，全面放开放活中小企

业，才能从整体上搞活整个国有经济，

进而减轻地方财政包袱。
三、调整结构

株洲市的工业虽然已经达到一定

规模和水平，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工业结构不合理的问题比较突出，主要

表现在资源型、粗放型明显，产品深加

工程度低，一般性产品和中间产品比重

大，最终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少。建设

高质量和高效益的财源，必须加快全市

工业结构的调整。为此，我市成立 了领

导机构，明确了指导思想，依据国家产

业政策，立足株洲市情和资源条件，充

分发挥现有经济基础和优势，以市场为

导向，以拳头产品、骨干企业、支柱产业

为重点，以企业为主体，坚持“三新二联

三结合”。“三新”就是突出新产品、新

增长点、新企业组织形式；“二联”就是

把工业结构调整与农业 、第三产业结构

调整联系起来，地方企业的产品调整与

中央、省属企业的产品发展联系起来；

“三结合”就是结构调整与企业改革、改

制相结合，与企业技术改造相结合，与

企业对外开放和与国际经济接轨相结

合。按照这一指导思想，1995 年，市委、

市政府制定了全市工业结构调整的“百

十一”工程，即：“九五”期间培育出 100

个以上年销售过亿元的产品，10 个以上

年销售过 10—50 亿元的企业，1 个年销

售过 100 亿元的企业集团。为了抓好

这项工程，我们工作中注意了“三突三

抓”：一是突出支柱产业，抓优化产业结

构。对机械、冶金、化工、建材四大传统

支柱产业进 一步巩固壮大，使之在全国

和全省进入领先地位。1997 年，这四大

支柱产业的产值占全 市乡以 上工业总

产值的比重已达到 80% ，比 1990 年提

高 6.1 个百分点，有 6 家企业进入 了全

国工业企业 500 强行列。二是突出骨

干企业，抓企业组织结构调整。以 主导

产品为龙头，以资产为纽带，通过小厂

向大厂靠，骨干企业兼并劣势企业，促

进生产上规模，质量上档次，效益 上台

阶。三是突出重点产品，抓产品结构调

整。通过调整，一大批优质名牌产品如

电锌、电铅、火花塞、摩托车、电力机车 、

“骆驼牌”饲料、妇科千金片等产品的产

量进一 步扩大，市场竞争力明显增强，

市场占有率逐步扩大。
四、管理增效

近几年来，我们始终把加强企业管

理作为提高财源质量、挖掘潜在财源的

重要手段。一方面，强化扭亏增盈工作

目标责任制，千方百计提高企业效益。
针对国有工业企业整体经济效益滑坡

的局面，全市各级把扭亏增盈工作作为

经济工作和财税工作的头等大事来抓：

一是落实扭亏增盈责任制。将全市的

增盈扭亏目标进行分解，落实到各责任

单位，各工业主管局、各县（市）行政一

把手以及各工业企业的法人代表为增

盈扭亏第一责任人，财政部门按照目标

责任状进行分季考核。对扭亏增盈力

度大，效果明显的企业负责人给予重

奖。1997 年全市共拿出 40 万元奖金，

对增盈扭亏先进单位和个人进行奖励，

最高奖金达 8 万元。二是实行“三堂会

审”。由财政、经委、银行共同分析企业

经济效益状况，实行“银企合作、扭贷挂

钩、财政贴息”，对有望扭亏的企业在资

金上予以 积极 支持。三是搞好服务。
帮助企业分析亏损原因、症结，制定扭

亏、减亏的具体措施、办法，协调、解决

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另一方面，加强政策法规引导和约

束，帮助企业加强内部管理。企业管理

水平的提高，很大程度取决于企业的财

务管理。针对这 一具体实际，市人民政

府下发了《关于制定企业内部财务管理

办法的指导意见》，要求各企 业 制定并

完善《企业内部财务管理制度》，严格财

务管理，减少不合理支出，促使企业从

加强内部管理入 手，提高经济效益，而

不是盯着减税 、让利、贴息等优惠政策。
与此同时，还结合学习邯钢经验和贯彻

“两则”、“两制”，重点抓 了企业内部财

务管理办法的落实。1997 年，市属国有

企业通过节能降耗，降低成本，压缩费

用开支，共创效益 9 000 万元。市电焊

条厂从降低采购成本 、优化技术配方、

压缩非生产性支出入手，全年节支降耗

712万元。市纤维水泥制品厂建立财

务、物价、供应三部门互相约束、互相监

督的原材料采购制度，与上年比全年节

减支出 12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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