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县财政部门又积极从省地财政和工商行、建行争取

技改贷款，帮助企业改造增添纸机、蒸球，调整工艺流

程、技术规范，改造高低压线路和配电节能设备，最后形

成了万吨纸的生产能力。产品至今畅销不衰，经济效益

逐年提高，1989 年创税利 800 多万元。目前，经过技术

改造后的县办工业企业面貌大为改观。10 户预算内国

营工业企业连续 8年无亏损，其中年创税利 300 万元以

上的 2 户，100 到 300 万元的 2 户，50 到 100 万元的 3

户。

三、处理好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增强企业活力

1984 年，财政部门选择了几户重点企业，实行目标

利润管理，即年初由财政部门和企业主管部门核定企业

全年目标利润和上缴利润额，超收分成、短收自补、确保

上交。这一办法实施以后，调动了企业增产增收和加强

经营管理的积极性，促进了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从

1987 年起，对企业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在确定承包方

案时，力争做到基数合理，使企业既有压力又有动力。

对于企业由于客观因素（如物价上涨等）而增加的利润，

通过计算上交财政大部分，做到财政与企业同步增收。

在调整国家与企业分配关系的同时，县财政部门也

十分注意帮助企业处理好企业和职工分配关系，着重解

决企业工资分配制度。他们协助长宁造纸厂改革固定

工资制度，对工效挂钩的工资制度进行了完善，并在全

县推广，从而大大调动了职工生产积极性。实行这一办

法的县磷肥厂，工业产值由 1987 年的 285万元，增加到

1991 年的 1 936 万元，增长近 6 倍，实现利税由 100.2

万元增加到 338 万元。

县乡财政
注重生产投入  
实现财政收入过亿元

陕 西省南郑县财政局

南郑县位于陕西汉中盆地秦巴腹地，由于地理、历

史等原因，过去是一个贫穷落后县。1978 年全县工业总

产值 2 042.3 万元，财政收入仅 539.8 万元，吃上级财

政补贴 258.8万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南郑县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积极稳妥地致力于经济体制改

革，使全县经济得到长足发展。1991 年与 1980 年相比，

全县国民生产总值增长 8.6 倍，达到 12.9 亿元；工业总

产值增长 42.6 倍，达到 11 亿元；农业总产值增长 4.1

倍，达到 5.4 亿元；财政收入增长 36.1 倍，达到 2.25 亿

元，一跃成为“西北首富县”。

南郑县财政之所以能从“吃补贴”变为亿元上交贡

献县，除县委、县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中央提出的搞活经

济的方针政策外，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财政部门坚持从

生产到财政的原则，积极扶持发展生产，逐步壮大财源。

1980 年到 1 990 年的十年间，全县共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12 955 万元，其中工业技术改造投资 8 238 万元，占

63.6%。通过倾斜投资，全县新建和扩建了一大批大中

型骨干企业，扶持改造了一部分小型企业，使全县国营

和集体大、中、小型企业发展到目前的 1 74 4 个，并已形

成了以氮肥、纯碱、油漆、黄磷等为骨干产品的化工工业

体系；以水泥、石灰、砖瓦为骨干产品的建材工业体系；

以饮料、茶叶为骨干产品的食品工业体系。全县培植出

利税过百万元的企业 6 个，利税大户所创利税连续三年

占全县工业利税总额的 90%以上，为全县财政增收打

下了牢固基础。

在扶持发展城镇经济的同时，南郑县注重农村生产

建设性投入，逐步增加基础财力。1980 年到 1991 年，全

县共向农村投入资金 13 242 万元，占同期财政总支出

的 20.75%。目前全县农村已建成粮油生产基地 38 个，

建立以茶叶、柑桔、蚕桑、生漆、药材等为骨干项目的多

种经营生产基地 11 个，培养出各类种、养专业大户

26 250户，初步形成各类专业村 147 个，专业市场 8 个，

并兴建乡镇企业 21 159 个。1991 年粮食总产达到 25 万

吨，比 1980年增长 1.5 倍，多种经营总收入达到 39 200

万元，增长 5.2 倍；乡镇企业总收入达到 73 000 万元，

增长 60.8 倍。1991 年仅区级财政收入就达 2 197.1 万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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