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政的支持极大鼓舞了企业，在不到半年的时间

便生产了近百台数显表，预计 1993 年产量可达 300—

500台，创利税 40万元以上。目前该厂已与外商合资，

展现出广阔的发展前景，由一个不景气的小厂一跃成

为生机勃勃的高新技术生长点。

这是“科技兴财”务实的第一步，一个序曲。

第三乐章：扶持民办科研机构，填补国内空白。

在“镇江精神”大讨论科技精英座谈会上，一位民

办科研机构负责人找到财政部门的代表，激动地介绍

了他们的业绩和困难：该研究所创办以来研制开发了

不少高新科技成果，得到应用的却很少，原因是实力较

弱，无人扶持，无法自行实现成果的转化，而向外转让

过程中社会各界对其不够信任，有时甚至被视为骗子。

该所目前正在研制开发细胞分离器和 D N A 扩展仪，技

术问题基本解决，可以达到国际水平，并可填补我国空

白，有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但却因资金拮据致

使开发受阻，一旦让人抢先，势将前功尽弃。他们需要

的不过是 5万元人民币。

拖延一天便有丧失机遇的危险。财政局立即向科

技界有关专家咨询，确认属实后第二天便组织有关人

员亲赴现场考察、座谈，第三天便将款项划拨到位。

财政的“雪中送炭”使该所上下为之一振，他们不

分昼夜攻克了一道又一道难关，不到 4 个月，细胞分离

器便研制成功，D N A 扩展仪研制也进展顺利。上海、广

州等高校、医院、科研机构的权威们对两个项目评价极

高，刚刚开始进行市场调研，便显示出供不应求的势

头。一位台商闻讯赶来，与该所商议联合办厂，双方当

即拍板定案：该所以两项技术入股，占总股份的 50%，

与台商创办合资企业。据预测，该厂 1993 年将创利税

60万元，利润率高达 100%。

这是一曲愉快、辉煌的“小板”。

第四乐章：创办科技经济实体，向有意识、有序化、

大规模阶段进军。

初步的成功并没有使他们陶醉，财政局的同志深

深认识到，这些工作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偶然、自发、

无序、小规模的低层次阶段，现实中存在的问题还很

多，要实现“科技兴财”战略，这仅仅是个开端，还必须

向纵深发展，进入到有意识、有序化、大规模的更高层

次。

对此，财政局领导思想十分明确。他们根据镇江市

财政困难、预算资金难以大幅度向科技倾斜的现实问

题，努力满足科技发展战略的需要，顺应机关转换职能

的大潮，提出以科技养科技的目标，在 1992 年 10 月与

市科委联合创办了“镇江市科技创业公司”，并挑选精

干人员直接参与管理。

公司创建伊始，便显示出良好的发展前景。中国国

际工程咨询公司投资参股，江苏省高新技术风险投资

公司接纳该公司为分支机构。目前公司已建立了一定

的业务网络，并已开始协助洽谈镇江市国家级火炬计

划项目引资和与大学、工厂联合创办科技经济实体等

业务。

这是 1992年“科技兴财”四部曲中的高潮，但绝不

是终曲！

财源建设

短评:  

走科技兴财之路
吴春龙

1992 年，镇江市财政部门以 改革开放的精神演奏

了“科技兴财”四 部曲，推动 了科技向现实生产 力的转

化，开创了科技与经济结合的新途径，取得了很好的社

会经济效益。

自改革开放以 来，国 家财政对科学技术进行了大

量投 资，1990 年的科学支出达 136.6 亿元，比 1980 年

的 64.6 亿元，增加了 1.1 倍，平均每年增长 7.8%，如

果加上科学方面的基建投 资，仅 1990 年用于科学的支

出就达 300.54 亿元。与此相应，我国科研成果和发明

专利的数量也有了突飞猛进的增加。但是在科学技术

向现实生产 力的转化，在科技与经济的结合方面仍然

存在着重重困难，科技向生产的转化率仍然不高。当今

世界经济的竞争已经越来越多地表现 为物化在商品 中

的科技水平的竞争，我们应当及时把科技成果尽快 转

化为现实生产力。这是经济建设的需要，强国富民的需

要。

科技向生产 力的转化需要财政部门的积极 支持。

从财政部门本身来说，由于种种原因，现在中央和地方

财政都面临重重困难，承受着巨大财政赤字的压 力，这

是问题的一方面；但问题的另一方面，高新技术是提高

企业经济效益的一大法宝，用 高新技术对现 有企业进

行改造，用高新技术建立新的企业，才会增强企业的市

场竞争能力，提 高企业的经济效 益，从而增加财政收

入。因此，各级财政部门都应当合理安排使用资金，支

持科技向现 实生产 力的转化，支持高新技术企业的发

展，走科技兴财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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