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再接再厉  争取扭亏增盈新成绩

本刊评论 员

多年来，国营企业每年都发生大量亏损，国

家财政给 予的企业亏损补贴都在 500 亿元上

下，大体相当于当年财政赤字和国内债务收 入

的总和。企业巨额亏损，加剧资金紧张矛盾，严

重困扰着国家财政和经济建设。为改变这种状

况，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都很重视，采取 了许多

扭亏增盈措施，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去年预算

内工业企业亏损户数和亏损额都比上年有所减

少，往年亏损增长的趋势开始 得到遏制，出现 了

新的转机。

最近国务院经 贸办公 室 和财政部联合发

文，提 出 了《关于 1993 年进一步开展扭亏增盈

工作的意见》，提出了全国预算内工业企业的经

营性亏损面要比 上年下降 5 个 百分点，争取 亏

损额下降 15—20%的扭亏目标；同时要求力 争

用三年时间改变国有工业企业大面积亏损的局

面。各地区、各部门要统筹谋划，采取 有力措施，

防止老亏损企业继续增亏、新亏损企业继续出

现，保证完成当年扭亏任务，并为今后把企业亏

损控制到最低限度奠定基础。

要把扭亏增盈工作进一步推向深入，取 得

更大的实效，首先要正 确认识主客观条件，坚定

有所作为的信心。国有企业大量发生亏损，从宏

观经济条件看，根本原因是旧的经济体制造成

的。过多的指令性计划，不合理的经济结构，违
背价值规律的价格体 系，不赋予企业生产经营

自主权，等等，严重束缚企业的活动范围和经营

能量的发挥，有些企业发生亏损就 不足为怪。应

该看到，目前仍处在新旧 经济体制转换期间，原

来体制上的弊端还未根本消除，这对实现大幅

度的扭亏增盈，仍是很大的困难。同时更应看

到，经过十几年的改革，企业经营环境有了很大

改善，特别是随着《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

营机制条例》的贯彻落实，企业已经或将享有生

产经营决 策、劳动用工、产品 销售定价、工资奖

金分配等 14 个方面的自主权，大大拓展了扭亏

增盈的活动天地。事实上，企业发生不发生经营

性亏损，亏损多寡，能否扭亏，并不完全受制于

外部经济环境，与企业自身努力 有着密切的关

系。长期以 来，在外部经济环境大体一样的情况

下，扭亏为盈的企业也 在不断涌现，这说明努力

发挥主观能动性之 重要。因此，正 确认识宏观经

济环境，充分挖掘企业潜 力，变不利为有利，变

在困难面前嗟乎兴叹 为扎扎 实实地创造扭亏增

盈条件，这无论对各地区、各部门还是各亏损企

业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

在以 往的扭亏增盈实践中，无论是在组织

领导、部门配合、建立各种责任制度方面，还是

在资金扶持、用好政 策、促进企业转换机制，加

强经营管理方面，都积 累 了一定的经验。要重视

这些经验 作法，广泛进行传播交流，以 资各地

区、各部门和那些亏损企业结合实际加以 借鉴

运用。当前，除去继续坚持实行主要领 导负责

制、扭亏目标责任制等有效措施外，应当主要引

导促进亏损企业面向市场，转换企业经营机制，

调整产品 结构，多层次 多方位地开拓扭亏增盈

渠道，通过参与市场竞争彻底走出亏损困境。

扭亏增盈也是一项需要综合协调进行的工

作。要保证实现扭亏目标，除去主要靠企业自身

努力外，还需要财政、税务、银行、物价等有关部

门协同配合，积极 支持。要正 确认识部门与企业

之 间的关 系，不要直接干预企业的经营活动，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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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积极 为企业提供必要的监督和服务。在扭亏

增盈工作中，各级 财政部门要充分发挥职能作

用，为亏损企业出主意想办法，排忧解难，结合

实施《企业财务通则》、《企业会计准则》，帮助企

业强化成本管理、定额管理，减少各种消耗和损

失浪费，并根据实际情况给予资金上的支持。
去年扭亏增盈工作展现 了好的势头，这是

很可喜的。但也 应看到，取 得的成绩并 不很巩

固，并且待消灭的明亏和潜亏数额巨大，任务艰

巨，这就需要再接再厉，付出更大的努力抓好扭

亏增盈。不唯如 此，还要看到今后可能发生新亏

损的隐患。当前，各地集中精力抓经济建设的热

情很高，应当引导好，保护好，发挥好；同时也 要

防止经济过热，只顾短期或局部利益，不切实际

地搞开发区，大上低水平重复建设项目 等倾 向

和作法，否则，势必带来经济效 益低下，亏损企

业再生的后果。果真如 此，力 争用三年时间改变

国有工业企业大面积 亏损局面的规 划就 会落

空。“非止排难于变切，亦将防患于未然”。扭亏

增盈工作应该有这样的眼光和警觉。

简讯·文摘
简讯  江苏省税收财务物价

大检查取得可喜成绩

江苏省 1992年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工作，自 1992

年 9 月开始，经过四个月三个阶段的工作，取得了可喜

的成绩，共查违纪金额 34 160 万元（其中自查 16 044

万元，重点检查 18 116 万元），应入库金额 24 677 万

元，至 1992 年 底 已 入 库 21 298 万 元，入 库率 为

86.2%。

这次大检查，自查户 53.8万户，全部进行了自查，

自查查出违纪问题的有 12 万户，占自查总户数的

22.5%。重点检查 15.7 万户，检查面为 30.4%，发现违

纪问题的 8.9万户，占重点检查户数的 56%。从这次大

检查中查出的违纪类型看，偷漏税、国营企业挤占截留

利润，以及偷漏“两金”仍是主要问题。

这次大检查中，江苏省各地继续执行“自查从宽、

被查从严、实事求是、宽严适度”的原则，严肃处理了一

批违纪单位和个人，全省受经济处罚的单位 90 个，个

人 2 人，移交司法机关立案的 2人。

（摘自江苏省财政厅信息专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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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来，特别是党的十

四大提出了建立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

以后，地方预算系统干

部在各级党政领导下，

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

观念，加大改革力度，改

进工作方法，提高办事

效率，充分发挥了本部

门的职能作用。几年来

我们主要抓了以下几项

工作：

一、不断深化预算

管理体制改革。1986年

以后，由于受经济体制、

价格改革等因素的影

响，国家财政收入占国

民收入的比重下降较

多。上解中央比例较大

的地区由于留成比例

小，组织收入的积极性

受到影响，有些地区宁

可藏富于企业，也不愿

下功夫多组织收入，对

全国财政收入的增长影

响很大。经国务院批准，

从 1988 年起对地方实

行了多种形式的包干办

法，包括“收入递增包

干”、“上 解额递 增包

干”、“总额分成”、“定额

补助”等。实行新的财政

体制以后，极大地调动

了地方组织收入的积极

性，扭转了财政收入“滑

坡”的局面，这项改革对

帮助地方度过治理整顿

期的收入低潮期，对支

持地方各项改革的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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