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支持企业科技进步为重点，以强化资金投放管

理和项目跟踪问效为手段，加大了对乡镇企业

的资金投入。

一是建立了扶持乡镇企业发展基金。1988

年以来财政通过支农支出、科技三项费用、挖潜

改造支出及乡企周转金等多渠道累计安排了

1 000多万元资金，建立了扶持乡镇企业发展基

金，并且制定了资金投放重点和管理办法，保证

了资金的有效投放和增值。

二是充分利用财政周转金和财政间歇资金

扶持乡镇企业发展。1988 年以来，我市财政部

门累计投放周转金和财政间歇资金 2 433 万

元，扶持了 215 个新项目，新增产值 9 432 万

元，利税 1 222 万元，农村集体经济增加收入

1 150万元。

三是重点支持了乡镇企业科技开发。我市

财政部门注重科技成果转化，积极帮助和支持

乡镇企业开发新产品，投入资金 600多万元，支

持了 28 个科技开发项目，扶持组建了 41 个科

技型乡镇企业。同时还安排资金从大专院校和

科研单位购买了一批适于乡镇企业发展的项

目，并匹配一定的扶持资金提供给乡镇企业。目

前，全市财政部门支持发展起来的乡镇企业项

目和产品有 22 项获省市科技进步奖，有的还填

补了省内和国内的空白。

四是重点扶持了资源优势型乡镇企业的发

展。1988 年以来，先后帮助新建和改造了 26 个

以药材、林特产品、木制品、煤、电、粮油加工和

农业副产品深加工为主导的项目和产品，既减

少了资源浪费，又增加了经济和社会效益。

五是积极扶持了外向型乡镇企业的发展。
1988 年以来，共支持了 20 多个出口创汇型乡

镇企业，出口产品创汇 150 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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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资源 开发

  加快 财源建设

李国柏  易正东

湖北省宜昌县原是一个底子薄、基础差、财

政年年吃补贴的贫困山区县，改革开放以来，立

足资源开发，加快财源建设，促进了经济的发

展。1992 年财政收入突破亿元大关，提前一年

实现了与省财政厅签订的财政收入过亿元目标

合同。

宜昌县近几年的财源建设主要有以下几个

方面：

一、注重资源开发利用，加快财源建设步

伐。

在农业方面，重点是支持山地开发，为农村

财源建设夯实基础。一是积极筹集支农资金，平

均每年投入资金近千万元用于山地资源的深度

开发和系列开发；二是积极支持建立商品化农

业基地，扶持发展外向型农业企业，为三峡工程

建设服务；三是内外联系，积极开展农业基础项

目配套服务。到去年年底，全县已经和正在兴建

的国家级农业开发项目 22 个，总投资 2.42 亿

元。通过山地开发，全县农村初步形成了以粮油

为基础，以多种经营为主体，以乡镇企业为支柱

的产业格局。去年，全县粮油均超历史最高水

平，多种经济全面丰收，乡镇企业产值净增 1 个

亿，农业年提供税收已达千万元以上，其中农林

特产税已近 400 万元，已连续三年居全省县级

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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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业方面，积极扶持资源开发企业组建

企业集团，并且，认真抓好资源型行业和重点企

业，以推动全县工业生产。现全县已建成磷矿、

石墨矿、石材、水泥、建材等矿产资源产供销一

条龙的企业集团 7 个，并对 13 家资源型重点工

业企业在生产要素的调度、协调、服务上予以重

点倾斜，使全县初步形成了以农产品为原料的

加工工业，以矿产品开采加工为重点的原材料

工业，以小水电为主的能源工业体系。现全县已

建成年产值过千万元，年利税过百万元的骨干

工业企业近 20 家，使全县年工业产值达到 9.3

亿元，工业年提供税收已占全县财政收入的

70% 以上。

在第三产业方面，全县初步建立了商品市

场、资金市场、劳务市场、房地产市场等市场体

系。第三产业已全面发展，年提供税收 2 000多

万元，占财政收入的 20%。

二、实施科技兴县战略，大力开展科技兴财

一是狠抓科技兴农。全县突出抓了 10 项农

业新技术、5 项农业种植模式和全国闻名的“西

陵模式”的推广，并进行了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的建设，努力发展优质、高产、高效农业。二是狠

抓科技兴工。“七五”以来，全县投资 3 亿多元，

引进国外先进生产线 11 条，引进先进生产设备

138 套，对现有企业普遍进行了 1～3 次技术改

造，帮助企业走科技效益型开发路子。通过技术

改造，全县已初步形成了年产 20 万箱卷烟、万

吨罐头、万绽纺纱、10 万吨化肥、10 万吨水泥、

千万只印铁制罐、100 万件服装、100 万吨磷矿

石等规模生产能力。三是科技兴行业。近几年，

全县共有 30 多个行业和部门的工作已分别在

国家和省、市得到名次。

三、开展乡镇财源建设，增强农村综合实力

一是改革乡镇财政体制。去年宜昌县在总

结和进行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区别情况推

出了“总额分成”、“收入超基数比例分成”、“定

额补贴”、“定额上交”4 种不同形式的乡镇财政

体制，一定 4 年不变，这给乡镇注入了活力，启

动了经济发展潜能。二是推行乡镇财源建设“三

定”责任制。对乡镇实行定目标、定项目规划、定

奖惩，调动了乡镇财源建设的积极性。三是在全

县普遍建立乡镇金库，进一步加快了乡镇财源

建设步伐。四是抓贫困乡镇，实行了提前预拨补

贴款等办法，促进乡镇早日脱贫。通过开展扎实

有效的乡镇财源建设，全县乡镇财政收入取得

很大突破，1992年达到 3 291 万元，比上年增长

608 万元，增长 23%，其增长幅度大大超过县财

政总收入的增长幅度，为全县财政收入过亿元

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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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扶持育财源

郑易男  张明宗

十堰市是随着中国最大的汽车基地——东

风汽车公司的诞生而建立的一座新兴汽车工业

城市。随着东汽公司的发展，十堰市的地方经济

也逐渐壮大，地方工业由建市初期的几家生产

竹木铁器的手工作坊，发展到 1992 年产值达

89 亿元的现代化工业城市，在全国城市综合实

力 50 强评比中，十堰市排列第 22 位。经济的迅

速发展，带来财源的常盛不衰，1992 年市级财

政收入完成 28 656 万元，比 1980年的 3 023 万

元，增长 9.48 倍，平均每年递增 20.6%，1992

年财政支出完成 14 826 万元，比 1980 年的

2 302万元增长 4.55 倍，平均每年递增 16.8%。

在十堰市夺取这些成就的过程中，该市财政部

门作出了积极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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