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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是国家从“一五”时期开始重点

建设起来的老工业基地，曾为全国的经济

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尽管在由计划经济

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过程中，鉴

于一些主客观原因，使其经济发展速度和

经济运行质量与全国先进地区相比，存在

明显差距，经济效益也不够理想。但就其

整体来看，仍然是辽宁省财政收入的主要

来源。正因如此，长期以来特别是最近几

年，辽宁省各级财政部门充分利用财政政

策和资金，在搞好国有工业企业、巩固骨干

财源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并初见成效。
（一）帮助企业用好用足技术改造、技

术进步的财税政策，增强企业发展后劲，向

政策要财源。用足用好财税政策，有利于

增强企业自我改造、自我发展能力。辽宁

省财政部门在帮助企业用好用足财税政

策，加快技术改造、技术进步方面，主要抓

了“三个”落实。一 是落实“两则”。近几

年，财政部门为加速企业技术改造，推进

企业技术进步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特

别是“两则”的颁布实施，赋予了企业更大

的理财自主权。如能用好用足，企业可提

取用于技术改造的资金是相当可观的。但

是，关键是一些政策能否落实到位。如在

折旧年限的选择上，企业应根据承受能力，

尽可能地选择较短的折旧年限；在技术开

发费的提取上，应充分运用国家优惠政策，

促进技术开发投入的较快增长。1996 年

全省工业企业财务决算反映，辽宁省国有

工业企业比上年增提折旧 3.71 亿元。二

是落实国家加快技术进步的新政策。为加

快企业技术进步，加速企业技术开发，“两

则”实施后，国家又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新政

策，如为提高企业技术开发水平，国家对企

业开发新产品、研究新设备所购置的试制

设备、测试仪器计入成本的单台价值金额

由 5万元提高到 10 万元。通过鼓励企业

落实这些政策，加速关键设备的更新。三

是落实省政府促进企业技术改造、技术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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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的有关政策。近年来省政府制定了若

干关于企业技术开发的优惠政策，对促

进辽宁省企业技术进步，提高企业经济

效益和产品市场竞争能力，起到了十分

重要的作用。
（二）筹集改造资金，加速企业改造

步伐，向改造要财源。辽宁省财政部门

充分利用省技术改造专项资金、支工周

转金、投入产出总承包资金，小化肥改造

等项资金支持了企业的技术改造。
1、支持国有大中型企业的重点改

造，巩固骨干财源。辽宁省是全国重工

业基地之一，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在全

省乃至全国工业生产和社会经济中都占

有重要的地位。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

提高其经济效益是振兴辽宁经济的关键

所在。财政部门按照省政府确定的“两

高一深”的发展战略，把支持国有大中型

企业的技术改造作为工作的重点。“八

五”期间，加大了投入力度，仅技改专项

投入就达 13 亿元，共安排国有大中型企

业技术改造项目 249 项，取得了较好的

效果。丹东化纤集团增产 2 万吨粘胶短

纤维项目投资 2.24 亿元，其中省专项资

金 3 500万元，就地改造四条生产线，比

新建节约投资 3 亿元，设备水平向前推

进了 30 年，大部分设备达到国内领先水

平，部分设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改造

后的三年内实现利润 1 亿多元，比改造

前大幅度提高。
2、充分发挥支工周转金的作用，培

育新的经济增长点。1994—1996 年三年

间共借出支工周转金 2.5 亿元，主要用

于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短平快”项目，

有力地支持了工业企业的发展。
3、支持小化肥企业的技术改造，培

植县级财源。辽宁的小化肥企业为农业

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随着大中型

化肥企业的发展，化肥产品结构发生了

很大变化，优质化肥比重不断增加，小化

肥市场不断萎缩。小化肥企业如何生

存、发展已成为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
为帮助已经保留下来的小化肥企业渡过

难关、摆脱困境，各级财政在财力十分困

难的情况下，仍坚持扶持的政策。“八

五”期间及 1996 年，省财政共投入改造

资金 3 965 万元，安排了“两煤”、“两水”、

长效碳铵及多种经营等 17 个改造项目。
小化肥企业的技术改造对培植县级财源

起到了一定作用。如北宁市化肥厂经过

“八五”期间的不断改造，企业一年一 个

变化，固定资产增加 2 700 多万元，企业

实力明显增强，累计上交财政收入 1 200

多万元，成为辽宁省小化肥企业的排头

兵。凤城化肥厂、东港化肥厂和黑山化

肥厂经过改造都已成为县级财政的支柱

企业。
（三）积极推进企业转机建制，加大

改革力度，向改革要财源。近年来，省财

政厅根据财政部有关文件规定及辽宁省

实际，及时研究、制定了现代企业制度试

点中涉及的财政、财务政策，保证了现代

企业制度试点工作的顺利进行；并加大

国有企业分离、分流社会职能工作力度，

切实减轻企业包袱，促进企业发展。为

解决企业资产负债率过高问题，在调查

研究的基础上，提出通过企业积累消化

一块、产权重组一块和国家注入一块及

采取十二条具体措施逐步缓解企业资产

负债率过高的问题，推进了企业改革，提

高了企业经济效益，培植了财源。
（四）依靠科技推进国有企业的发

展，促进增长方式的转变，向科技进步要

财源。科技投入的增长幅度高于财政收

入增长幅度，一直是辽宁各级财政部门

安排支出的重要原则。如 1996 年全省

安排科技三项费用 29 010 万元，其中省

本级预算安排 11 450万元 ，比上年增加

3 500万元，增长 44% ；共支持了 4 130 个

项目，其中省本级 1 097 个。项目安排上

紧紧围绕老工业基地改造，有步骤、有重

点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加速用高新技

术改造传统产业，大力发展资源和原材

料及初级产品的精深加工，提高产品的

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据统计，1996 年

以来，储备国内先进水平以 上的科技成

果近 300 项，预计推广后可新增产值

102.5亿元，新增利税 25.07亿元。
（五）加强企业财务管理，规范企业

财务行为，向管理要财源。加强科学管

理是企业固本治标的大计。近几年，辽

宁省为加强企业财务管理做了大量工

作，明确了加强企业财务管理的指导思

想和工作目标。要求各级财政部门帮

助、指导和督促企业建立、健全内部财务

管理办法；要求企业从强化企业基础管

理入手，逐步建立起规范、科学的自我约

束机制。1996 年，辽宁省通过对省直企

业实行企业主管部门财务目标责任制，

重点考核效益目标（盈亏）；收入目标（所

得税）；资产保值增值目标和内部管理目

标，这项活动的开展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从 1996 年度财务目标责任制执行情况

看，实行财务目标责任的省直国有盈利

企业盈利额比上年增加近 9 000万元，增

长 21 .07 % ，实交所得税比上年增加近

2 000万元，增长 24.17% ，壮大了省直经

济实力，增加 了省级财政收入。
（责任编辑  方震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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