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问 题探讨

经济要翻番  财政抓什么

曹广亮黑 龙 江省财政厅厅长

到本世纪末，黑龙江省国民生产总值要翻

两番。财政部门作为政府的职能部门对实现翻

两番的目标肩负着重要的任务和职责。根据当

前形势，结合省情，我认为财政部门促进国民生

产总值翻两番的切入点应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

方面。

促进和支持效益型农业发展

黑龙江是农业大省和重要的商品粮基地，

农业基础地位的巩固与发展直接关系到国民生

产总值能否实现翻两番。因此，财政部门要把支

持农业的发展作为促进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

首要任务。一是继续突出农业基础地位，重点增

加农业投入。全省财政支农支出近年来一直高

于全省财政总支出平均增幅 2 个百分点以上，

投入总量在全国的位次现已达中游水平。今后

要继续坚持这一做法，并在预算执行中尽可能

最大限度地增加支农专项资金。同时，通过发挥

财政资金的导向作用，多层次、多渠道筹集社会

资金，更多地向农业倾斜。二是继续支持改善农

业基础设施，大力发展粮食生产。财政资金分配

要进一步向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倾斜，并积

极配合主管部门，多渠道筹集资金，解决好省内

配套资金问题。三是依靠科技，大力支持发展

“两高一优”效益型农业。财政部门应通过安排

科技兴农启动费和省级科技三项费用以及吸引

社会资金等办法，大力促进效益型农业的发展，

实现以农促工，以工聚财，以财支农的良性循

环。在具体项目选择上，重点发展瘦肉型猪、肉

牛、果树、乳品以及养鱼等高科技含量、高附加

值、高投资回报率的项目。四是建立“五荒”开发

基金，支持拍卖荒山、荒地、荒水、荒草和荒滩，

对购买经营“五荒”的专业大户给予有偿扶持。

五是积极支持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重点

搞好农业、畜牧系统空白乡镇建设综合服务站

和农业机械更新及产前产后服务体系，包括农

副产品市场建设、农副产品精深加工基地建设

等。六是切实加强支农资金管理。主要是继续

大力推行财政支农资金项目管理办法，对所有

项目的立项、呈报、批复、监督、验收等进行全过

程管理，及时获取信息，实施跟踪问效；坚持采

取较低占用费率（实行行业、地区差别费率）、坚

持体现国家的支农政策（不单纯以资金增值为

目的）和坚持实行奖优罚劣政策，全力支持农业

稳固发展。

促进和支持乡镇企业上规模、上档次

乡镇企业具有低投入、高产出、快积累的特

点，是经济加速发展的一支生力军。为扶持其发

展，财政部门要实行“四个倾斜”。一是要在资金

投入上向乡镇企业倾斜。通过积极争取国家支

持和加快资金回收周转，争取到本世纪末对乡

镇企业投资累计达到 3.8 亿元；通过政策引导

和规范化管理，加大各级财政用于扶持乡企发

展的预算外资金和自筹资金的数量；全省乡镇

企业每年新增的税收，要有 48%以上用于技改

或新办企业；全省用于新产品开发、技术推广、

星火计划、农业开发、贸工农一体化以及出口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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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建设等项资金，也都要从中拿出一定比例用

于扶持乡镇企业发展。从 1995 年起，全省各级

财政用于支持乡镇企业发展周转金每年要力保

递增 15%。二是要在激励政策上向乡镇企业实

行重点倾斜。对乡镇企业用于高科技项目投入

的贷款，同级财政可视财力状况，择优在一定时

间内给予适当比例的贴息扶持。凡通过省科技

市场技术鉴定、认可引进高科技成果的，投产见

效后，同级财政可按一定比例，对引进成果的费

用给予补贴。对支持发展民营、乡镇企业做出特

殊贡献的科研单位和个人，要纳入“支持科技振

兴奖”范畴，一视同仁，给予奖励。与此同时，通

过建立“引进外国智力开发补助基金”建立人员

培训基金（省财政每年安排 1 000 万元重点支

持县级发展职业教育），帮助乡镇企业培养高级

管理、技术人员，支持县级职教中心兴办实体搞

创收，提高自给水平。三是在税收政策上对乡镇

企业按国家规定执行。对乡镇企业执行到 1995

年的减免税收返还政策仍然有效，实行税务征

收、财政返还办法，坚持哪级所得哪级财政返还

的原则，力争减免税额在年底前一次性全部返

给企业。对乡镇到省政府确定的 100个乡镇工

业小区开办经济实体的，其应缴税收中地方留

成部分（包括所得税），两年内全额返还企业。四

是要在配套服务上向乡镇企业实行重点倾斜。

主要是通过完善包扶责任制、加强收费罚没管

理、建立技术项目库等措施，为乡镇企业搞好服

务。

促进和支持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搞活企业、

提高效益

针对全省工业企业长期低速运行、效益不

高的现状，财政部门的工作重点应放在支持搞

活企业，提高经济效益上。一是支持企业产权制

度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对国有大中型企业

实行嫁接、兼并、联合和相互参股等确有困难

的，同级财政可采取一事一议的办法，视财力可

能给予政策和资金支持。在嫁接改造方面，要特

别鼓励支持本省企业向有实力的企业集团靠

拢，向东南沿海市场发育较好、经济发达地区靠

拢，向外贸企业集团靠拢，向国外企业靠拢。在

保证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前提下，中小企业采

取租赁、承包等形式进行国有民营或拍卖给个

人经营的，同级财政可采取一企一议的办法，给

予政策支持。同时，各级财政要与国有资产管理

部门密切配合，积极帮助企业搞好清产核资，开

展资产评估，有条件的地方要建立产权交易市

场，为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创造条件。二是支持企

业加快技术改造步伐，增强企业精深加工和资

源延伸能力。除继续用好、用活财政每年安排的

技改周转金外，1994 年省级财政在已安排的资

金中，调剂 1 000 万元，建立支持资源产业延伸

项目专项周转金，以后每年递增 10% ；从 1995

年起省级挖革改资金要有较多增加，并从中拿

出 1 000 万元用于企业技改项目贴息。这些资

金重点用于工业企业搞资源精深加工，改善产

品结构，壮大市场营销。对工业企业贷款投入高

科技项目或通过省科技市场技术鉴定引进高科

技成果为资源产业延伸、搞精深加工的，投产见

效后，同级财政可按一定比例给予贴息和补贴

支持。三是支持企业加快扭亏步伐，尽快提高企

业经济效益。要用好用活财政每年安排的 1 000

万元扭亏基金，并促其发挥导向作用，增强企业

自身的扭亏增盈能力。在工作措施上，突出抓好

制糖、森工、粮食、外贸等重点行业和重点大户

的扭亏增盈工作，促其眼睛向内，练好内功，靠

加强自身管理，提高经济效益。四是积极筹措资

金，加快偿还粮食财务挂帐。从 1995 至 1997的

三年间，省财政每年将拿出 1 亿元重点解决粮

食企业的粮食（含饲料、食品）转化和精深加工，

支持和促进粮食企业发展第三产业。各级财政

还要在安排资金时，对商办工业给予倾斜，省财

政“九五”期间继续投放更新改造周转金用于酱

油、食醋行业的更新改造，以支持和促进商办工

业企业加快发展。

促进和支持个体私营经济和第三产业发

展，加快培植新的经济生长点

个体私营企业以其机制灵活、发展潜力大、

易于同省外、国外企业对接等优点越来越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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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强大的生命力，第三产业也以其发展迅速、适

应市场规律成为经济发展中的“轻骑兵”。因此，

财政扶持个体私营经济和第三产业加快发展，

一是要进一步放宽放活财政政策。在资金投放

政策上，财政扶持生产发展周转金要打破所有

制界限，向个体私营企业与资源产业联营及开

发高科技项目倾斜；向作为工业“第一车间”的

种植、养殖业大户和专业户倾斜；向科技人员牵

头领办的民办农技推广和农业科研单位倾斜。

在税收返还政策上，对私营企业和贷款新上的

资源产业延伸项目，行政机关和全额拨款的事

业单位分流人员兴办经济实体的（含第三产

业），同级财政可视情况给予一定期限的返还所

得税照顾。在财政补贴政策上，对私营企业凡通

过省科技市场技术鉴定、认可，引进直接为资源

产业延伸服务的高科技成果的，其引进成果费

用，同级财政可按一定比例给予补贴；私营企业

用贷款上资源延伸高科技项目的，同级财政可

视财力状况，择优在一定时间内给予适当比例

贴息；对市场载体建设，同级财政可视财力状

况，在一定时间内，给予部分贴息支持。二是要

转变投放重点，增加资金投入，各级财政安排的

周转金及预算外间歇资金要重点向个体私营经

济和第三产业倾斜。在用好科技三项费用的基

础上，拟增设三笔专用资金：省级支持资源延伸

项目专项周转金 1 000 万元，拟重点用于搞延

伸项目的民营企业；民营科技企业周转金；扶持

民营企业周转金。三是在财政工作上加大支持

力度，切实搞好服务。主要是利用财政涉及面

广、信息灵通的特点，充分发挥职能作用，采取

牵线搭桥当红娘等方法，帮助个体私营企业和

第三产业解决自身难以解决的问题；帮助个体

私营企业加强财务核算，培训财务人员，提高管

理水平；制止非法集资摊派，减轻企业负担；发

挥会计师事务所作用，开展对个体、私营企业和

第三产业项目论证业务，强化社会监督，加强法

制化管理。

（责任 编辑  张 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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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房改工作的深入进行，住房资金将从各个方

面源源不断地筹集起来。这笔资金的筹集可以说是集

百姓之希望，圆住房小康之梦的资金，因此如何管好、

用好这笔资金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本文拟就当前实

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谈谈加强住房资金管理工作的

看法。

一、建立运作灵活、管理有力的住房资金管理机

构。从 1986 年我国房改工作起步至今，几年来不少城

镇陆陆续续展开了房改工作，随之也建立了隶属关系

不同、性质各异的住房资金管理机构。但是，由于对此

项工作自上而下始终没有一个明确的态度和管理办

法，因此给实际工作造成了混乱。首先是机构归属问

题，有的归建设、城建部门、有的归政府办公厅、有的归

房管部门、有的归体改委、有的归财政部门等等，五花

八门。这样就造成了在资金管理上政策不一，监督乏

力，使住房资金管理处于一种混乱状态，被挤占、挪用

等违纪现象时有发生。其次目前绝大多数住房资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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