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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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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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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堰市 80%以上的企业都是为二汽配套

服务的，因此，财政工作确立了“依托东汽公司、

服务东汽公司、大力培育市场”的战略思想。为

了实施这一战略思想，促进企业向内使劲，增产

增收，他们坚持四个狠抓不放。

一是扭住汽车支柱产业不放，集中力量加

强主体财源建设。首先抓好配套服务工作。近

几年来，围绕为东汽公司配套服务，市财政通过

省里借、市里筹、预算内挤、预算外调等多种办

法，筹集资金 20 200 万元，用于企业技术改造。

在投资方向上，优先支持为二汽配套发展的新

项目，开发新产品；优先扶持亏损企业调整产品

结构，促其扭亏增盈；优先扶持老企业挖潜改

造，扩大生产能力。这样一来，兴建和扩建了一

批企业，壮大了企业的经济实力，增强了为东汽

公司服务的能力。其次是正确处理好“予”和

“取”的关系，加强资金投入，增强企业发展后

劲，发展经济培植财源。近 5 年来，市财政支持

企业技术改造的资金达 1 亿多元，其中仅提取

技术开发费就达 2 500万元。此外，自改革开放

以来，市财政还通过预算安排挖潜改造资金

5 000万元，发放周转金 4 000 多万元，增强了

财源建设后劲，促进了地方工业的发展。目前，

在全市工业产值中，汽车工业的比重已由 80 年

代的 70%提高到目前的 85%，地方配套工业所

提供的财源比重也由 80 年代的 70%提高到目

前的 90%。

二是扭住重点企业和骨干产品不放，大力

培植支柱财源。近几年，十堰市财政部门把东风

轮胎厂、汽车改装厂、轮毂厂、汽车制动蹄厂、汽

车缸套厂等 20 家大中型企业确定为支持和服

务的重点，把为汽车生产配套的 30 万套子午

胎、系列汽车缸套开发以及前制动钳新产品试

制等 100 个重点产品项目作为财政投资、财政

贴息贷款的重点扶持对象，同时把科技“三项费

用”以及财政建立的科技发展基金重点用于这

些企业和产品的技术改造，促进企业技术进步，

上规模上效益。东风轮胎厂是全国 500 家大型

骨干企业之一，是市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该企

业提供的财政收入占全市财政收入的三分之

一。为此，十堰市财政局投资 900 万元，支持该

厂在现有生产能力 110 万套的基础上，充分利

用现有厂房、土地和公用设施，进行技术改造，

引进生产载重子午胎和轿车子午胎的关键设备

和技术，逐步形成 30 万套载重子午胎和 150 万

套轿车子午胎的生产能力。经济效益明显提高，

1992 年实现利税 1.17 亿元，比上年增长了

20%。在此基础上，市财政还投资 550 万元，支

持市汽车制动蹄厂开发了卡车离合器、轿车前

制动钳以及开发系列改装车。经过努力扶持发

展，以东风轮胎厂为代表的 20 家重点企业生产

规模成倍扩大，效益明显提高，所提供的财政收

入已占地方收入的 60%以上。

三是扭住培育和完善各类市场不放，努力

开发群体财源。十堰市作为一个新兴城市，汽车

工业迅速发展，第三产业的发展却没有相应跟

上，这不仅导致了资金的大量外流，也严重地影

响了城镇居民的生活。为了加快以商贸、物资、

饮食、服务、娱乐业为重点的第三产业的发展，

向第三产业要财源，十堰市通过建立商业网点

发展基金、集中部分预算外资金，运用谁投资，

谁受益，谁管理的方式，集中力量在最近几年迅

速建设了一批大型商场、集贸市场、生产资料市

场和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并逐步发展了资金市

场、技术市场和劳务市场。到 1992年底，全市各

类大中小市场网点已达到 2 400 个，从事流通

的企业已发展 2 900 多家。这些企业 1992 年提

供的利税已占地方财政收入的 30%。

四是扭住多元经济成分发展不放，积极开

拓新型财源。多一种经济成份的发展，多一种经

营方式，就多一条财路。基于这种指导思想，从

1988年开始，十堰市大胆借鉴沿海城市改革开

放的成功经验，把支持个体，私营企业，鼓励党

政、事业单位办经济实体、增加替代财源，发展

财政信用等作为财政工作重点，促进经济发展。

几年来，个体、私营企业发展很快，1992 年提供

财政收入 2 000 万元。通过发展财政信用，建立

地方信托投资公司，已累计发放贷款 21 347 万

元，创收 1 000 多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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