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订 15 款，并按税收、财务、物价 3 个方面的不同特点，

分别确定了重点检查的对象和内容。

河北省大检查办公室召集各地、市大检查办公室

主任，逐项研究确定大检查每个阶段的划分与衔接、检

查的重点对象和内容、政策的掌握、如何搞好组织协调

和部门配合，以及统计报表的审定和汇总工作等。

（本刊通讯员）

动态支援经济不发达地区

发展资金使用管理

效果较好

张秉国  陆广德

从 1980 年起，每年中央财政在国家预算中设置

“支援经济不发达地区发展资金”（简称发展资金）。此

项资金是我国设立最早、资金额较大、由中央财政拨

款、专门用于支持“老、少、边、穷”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

的专项资金。截至 1991 年，中央财政累计安排 88 亿

元，加上地方安排的配套资金，实际支出达 105.8 亿

元。由于各级财政部门加强管理，合理使用，这项资金

对于帮助“老、少、边、穷”地区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

发挥了较好作用。

这项发展资金主要用于经济不发达地区改变农牧

业生产条件，发展农村多种经营，以及利用当地资源，

能带动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商品生产和加工企业项

目；也可以对修建农村道路、桥梁，发展农村文化教育

事业、进行技术培训、防治地方病等项目给予适当补

助。

1983年以前，根据我国“老、少、边、穷”地区经济基

础薄弱，人民群众尚未解决温饱的实际情况，发展资金

基本上是无偿使用。1984—1986 年实行有偿和无偿

使用并举，即对不产生直接经济收益的社会事业项目

实行无偿支援，对有经济效益的项目实行有偿使用。

1986 年以后，随着党的改革开放政策逐步实施，“老、

少、边、穷”地区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农民生活有了较大

改善，发展资金的使用实行有偿使用与无偿使用相结

合，以有偿使用为主的原则，凡是有经济效益的项目或

有偿还能力的支援对象，都应实行有借有还、有偿使用

的办法。几年的实践证明，坚持有偿使用为主的原则，

有利于增强受援对象的经济核算观念和经济效益观

念，有利于消除和克服“等、靠、要”的依赖思想。根据

1991 年决算统计，有偿使用数已占当年资金总额的

50%以上。

发展资金自设置以来，一直是由财政部门负责具

体管理。用发展资金安排的项目，均实行经济责任制，

按项目、按目标进行管理，并订立经济合同或承包合

同。发展资金当年使用不完的，可以结转下年继续使

用。发展资金不准用于行政事业机构开支和人员经费、

提高各种开支标准、福利补助和弥补企业亏损，更不得

用于修建楼、堂、馆、所和城镇建设，以及弥补预算支出

缺口。每年发展资金预算执行结果、经济效果，均由各

级财政部门列表汇总，并附送发展资金使用情况文字

材料，随同财政总决算一起逐级上报。发展资金的使用

单位，则必须按时编报会计报表，向同级财政部门报送

年度决算。

十几年来，发展资金绝大部分用于农村生产建设

方面。根据各地历年决算统计，1980—1991 年实际支

出的 105.8 亿元中用于农业、林业、牧业、副业和水利

方面的支出 36.8 亿元，占支出总数的 34.9% ；用于农

村交通建设方面的支出 8.1 亿元，占支出总数的 7.7%
用于农村电力建设方面的支出 8.7 亿元，占支出总数

的 8.2% ；用于文教卫生科学事业方面的支出 15，1 亿

元，占支出总数的 14.2%；用于支援乡镇企业方面的支

出 12.6 亿元，占支出总数的 12% ；用于开发性的农村

科技、人才培训等其它方面的支出 24.4 亿元，占支出

总数的 23.1 %。
这项资金使用效果较好，促进了农村各项事业的

发展。1980—— 1991 年共扶持了 62085 个乡（镇）、

35633 个乡镇企业。主要效果是：建小水库 5888 座，增

加蓄水量 27.8 亿立方米，兴修农田基本建设 31397

项，修建人畜饮水工程 12.3 万处，解决了 2.3 亿人和

近 2亿头牲畜饮水问题；兴建小水电站 1.5 万座，增加

装机容量 9.1 万千瓦，架设输变电线路 16.5 万公里，

修建公路 13.5 万公里，架设桥梁 1 万多座。此外，还修

建了许多中小学校舍、文化馆（站、室）、卫生院（所）及

广播电视、通讯设施，举办了新技术推广和实用技术培

训等。十几年来，各级财政部门在地方党委和政府的领

导下，在有关部门的积极支持配合下，不断加强发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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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的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使这项资金在帮助贫困

地区群众解决温饱、脱贫致富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促

进了贫困地区生产建设和各项事业的发展，加快了贫

困地区改变落后面貌的步伐。

动态大连
、
乐
山

两
市
狠
抓
扭
亏
增
盈

本刊讯  大连市为深入开

展扭亏增盈工作，最近采取了

严格的奖惩措施。主要内容是：

市有关领导和市扭亏增盈领导

小组及企业主管部门如未完成

扭亏增盈目标，领导班子成员

下浮一级工资一年，完成目标，

领导班子成员酌情给予一次性

奖励。亏损企业原则上实行扭

（减）亏承包，承包指标与工资

总额挂钩，凡没有完成扭（减）

亏目标和当年新出现亏损的企

业，领导班子不发奖金，并下浮

一级工资一年，连续亏损两年，

当年又未完成扭（减）亏目标的

企业，在没有实现扭（减）亏目

标前，现任党政一把手就地免

职或降职，不准调离本企业。对

在扭（减）亏中做出成绩的企业

领导班子成员给予一次性奖

励，贡献突出的重奖。对假帐真

算、虚盈实亏的企业领导班子

成员及有关人员加重处罚，审计部门要对审计结果承

担责任。

四川省乐山市积极采取措施，真抓实干企业扭亏

增盈工作开始取得成效。截止 7 月底，全市国营工业企

业实现利润 3 222 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95.16%；亏

损企业比去年同期减少 8 户，下降 12.5%；亏损额比年

初下降了 49.35%，完成省下达扭亏计划的 2.47倍。他

们的主要措施：一是积极帮助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增强

企业内部活力。市财政部门同有关部门一道，在市级 30

户企业中进行了转换经营机制试点工作，促进企业从

内部增强活力。二是实行目标管理，落实责任。将全市

扭亏增盈任务分解到市级各企业主管部门，纳入部门

年度目标考核，使扭亏增盈任务落到实处。三是突出重

点，狠抓盈亏大户。对重点亏损大户，市里派出工作组，

具体帮助企业规划项目，筹集资金，更新产品，加强核

算；对盈利大户，市级有关部门重点联系，加强监督，促

进其继续提高经济效益，实现增盈目标。四是建立扭亏

增盈风险保证金，增强对亏损企业的约束。凡上年发生

经营性亏损的企业，必须按全厂职工工资总额的 0.5%
向同级财政部门交纳扭亏增盈风险保证金，从企业亏

用基金中列支，用于扭亏增盈工作的奖励。五是大力支

持企业技术改造，促进企业调整产品结构，提高经济效

益。市财政部门积极参与企业技改项目的审查和项目

的可行性论证，并对经济效益高的项目，从资金和政策

上给予支持。

动态福建、河北加强

财政支农资金管理工作

本刊讯  最近，福建、河北等地在加强财政支农资

金管理方面制订了若干新措施。

福建省财政厅提出了加强财政支农周转金工作的

若干意见，要求各级财政合理扩大支农资金的有偿使

用范围，对有直接经济效益的项目，都要有偿支持。从

今年开始，支农周转金的增长幅度要达 7—10%以上。

同时要求切实加强周转金回收工作，回收率每年要达

85%以上。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益，要进一步完善经济合

同制度，健全借款手续、有关帐务和报表制度；资金占

用费要按规定收取，不得层层加码，要转入基金，不得

挪作他用。对单项支援 10 万元以上的项目，要建立严

格的项目效益目标管理和使用效益反馈制度。在发放

周转金、收取占用费和批准延期还款等方面，必须按规

定办事，实行“两公开一监督”。省地县每年将组织检查

评比，表彰并择优扶持达到上述要求的单位。

漳州市为落实省财政厅的要求采取 9 条措施支持

乡镇企业发展。如在支农周转金安排上实行倾斜，市财

政每年拿出不少于 200 万元扶持重点乡镇企业；配合

有关部门争取低息贷款，采用贴息办法引导社会资金

投入乡镇企业；鼓励支持机关干部和科技人员调离、辞

职去承包、租赁、创办、领办乡镇企业；支持乡镇企业利

用外资进行技术改造。此外，市财政局除协同有关部门

培训乡镇企业财会人员外，还准备选派一些年轻有为

的干部到乡镇企业锻炼，帮助企业提高经营管理水平。

河北省唐山市采取硬措施，截止 5 月底，市以上到

期农发基金周转金回收率达 96.8%。该市应归还省以

上农业综合开发有偿到期资金 505 万元，已按期足额

上缴。他们的做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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