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员，受过专业训练的比例已达 94. 1 %。黄石

市近二年投资 980 万元，用于微机人员的培训

和设备购置，使全市预算内工业企业微机普及

率达 93.4 %。1990 年以来，该市用微电子技术

改造机械设备 835 台，生产线 1 3 条，炉窑 34

座，工艺过程控制方面的项目 1 35 项，创造直接

经济效益3 457 万元。

五、部门联合，形成科技兴财合力

科技兴财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在实施

过程中，我们除依靠党政领导的重视和支持外，

还注重与政府各个职能部门和企业主管部门的

密切配合，形成了科技兴财的“大合唱”。1989

年我们同科委、经委、银行协调步伐，重点抓了

200 项重大新产品开发，200 项新产品试产投

产，200 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等；1990 年重点

抓好新产品开发、消化吸收、新产品试产、投产、

新技术推广、创建技术进步先进企业。1991 年

全省 13 个“一条龙”系列产品开发，也是由经

委、科委、财政、银行、企业主管部门抽调专人办

公，在共同调查论证的基础上确定的。

科技兴财财政支持乡镇企业发展的新探索

——“黑龙江省 乡镇企业引进新技术新产品展示交易会”见闻

孟 春  陆广德

党的十三届八中全会强调，“发展乡镇企

业，是繁荣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业

现代化和国民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要求继续

贯彻“积极扶持、合理规划、正确引导、加强管

理”的方针，大力发展乡镇企业。财政部门怎样

努力贯彻八中全会精神，大力支持乡镇企业发

展呢？是仅仅满足于调度一点资金，从资金上给

予一些周转，还是广开门路，提供技术管理信息

等综合服务呢？黑龙江省财政厅在对乡镇企业

予以资金扶持的同时，积极为乡镇企业发展架

桥铺路，提供综合服务。他们针对乡镇企业普遍

存在的信息不灵，科技意识不强，产品科技含量

低，科技项目储备不足，技术改造步履艰难等问

题，与省乡镇企业局、省科委、省农业银行联合

举办了“黑龙江省乡镇企业引进新技术新产品

展示交易会”（以下简称“展交会”），就财政如何

支持乡镇企业发展进行了一次大胆的探索。

艰苦的探索

黑龙江省财政厅早就想把乡镇财政建设成

一级完善的财政，支持乡镇企业发展。可一开始

不知道从何处下手，缺乏实际措施。后来经过反

复调查摸索，发现制约乡镇企业健康发展的重

要因素之一就是信息不灵，科技意识薄弱。于是

黑龙江省财政厅乡财处于 1990年创办了刊物，

建起了信息网，为乡镇企业发展提供技术等信

息服务。同时他们也抓了一些点，如在宾县巨人

乡等地抓了“养牛蛙”试点；在肇东等地引进了

“双千育谷”、“节能新煤”等新技术。这样做虽然

也有一定的效果，但花时间和精力太多，而且受

益面太窄。

1991 年黑龙江省委、省政府提出了科技兴

省的战略决策。为贯彻省委省政府的决定，省财

政厅和省乡镇企业局一起召开了黑龙江省专利

技术发布会。由于这次发布会，没有技术发明单

位的人参加，只有“中间人”与用户沟通，好多东

西讲不明白，影响了效果，整个发布会仅成交了

一个项目，真可谓饱尝了“二道贩子”之苦。

成功使人喜悦，挫折促人深思。专利发布会

的失败，促使他们进一步反复思索：

——能否请技术发明人，大专院校科研单

位的同志和乡镇企业的用户直接对接，当面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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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呢？

—— 许多科研成果，由于各种原因，难以转

化为现实的生产力。财政部门能否利用联系面

广，掌握信息多的特点，加快科技成果的转化

呢？

——乡镇企业技术素质差，科技意识薄弱，

能否把他们推到商品经济的大海中去锻炼锻

炼，推到科技市场上去提高科技意识，使乡镇干

部、群众在实际的洽谈交易中认识现代经济社

会？

通过深刻的思索，他们感到，要使乡镇企业

迅速发展，实现乡镇财政状况的根本好转，就必

须在进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和乡镇企业产品结

构调整中，把促进科技成果尽快转化为生产力

放在首位，在总体上提高乡镇企业产品的科技

含量。于是黑龙江省财政厅想到了和其他几家

联合兴办“展交会”。

辛勤的劳作

1 99 1 年 4 月，黑龙江省财政厅和省乡镇企

业局等几家洽谈“展交会”事宜，经过一两个月

的酝酿，正式决定下来。繁重的准备工作摆在了

他们面前。

乡镇企业最缺少的是短平快的小项目。多

选一些适中的科技成果是“展交会”准备工作的

重点。于是他们兵分两路，四出奔走。一路到国

内的大专院校、科研单位，收集选择技术项目，

他们的足迹踏遍了北京、上海、天津、河北、广

东、吉林、辽宁等 8 个省市，组织了 4 500 多个

技术成果。在会场正式挂展的技术成果有 1 500

余项，其中以 机械、化工、电子、建筑、建材、节

能、生活日用品和农副产品深加工等方面属于

高精尖的科技成果，包括获国际奖的超过百项。

他们还通过上下沟通，搜集了 75 项难题进行招

标，以期解决乡镇企业在实际生产中遇到的科

技障碍。另一路奔赴香港、泰国等地区和国家，

购买了 216 种、422 件名优特新小商品，以期为

参会的人们拓展思路，开阔视野，启迪产品开发

意识，为引进开发新产品提供实物样品。

丰硕的成果

1992 年 1 月 17 日，“展交会”开幕。来自 75

个大专院校、科研单位的 135 名科研工作者，构

成了这次“展交会”的卖方；各地市的市长、市委

书记、县长、县委书记带着乡企主管部门和各级

财政、科委、农行的有关人员，作为购买方来赶

“乡镇企业科技大集”，与会者前后共计有 2 000

余人。经过一周的热烈洽谈和详细的可行性论

证，有 620 个项目成交，交易额近 3 000 万元。

难题接标达 44 项。

参加“展交会”的各方人士普遍反映，这次

“展交会”挺实在，花钱不多，项目抓得准，符合

当地实际，很解决问题。过去乡镇企业的同志也

想找些好项目，由于找不准“路子”，跑了不少冤

枉路，花了不少的钱，却很少有收益。现在财政

给牵线搭桥，提供技术信息服务，把项目送到家

门口，免去以往选项目到处奔波的艰辛，项目本

身针对性也很强，真是为乡镇企业办了件大实

事。大专院校、科研单位的同志说，他们参加过

好多展交会，有财政部门参加的还是头一次，这

充分说明黑龙江省财政厅的同志有远见，有魄

力，因此对项目的真实成交，转让技术应用于生

产充满了信心。

这次“展交会”，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了乡

镇企业产品、设备、工艺落后的现实，傻大黑粗

的产品已不适应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

的需要了，增强了人们引进新技术新产品的责

任感和紧迫感。使乡镇企业的厂长经理、乡企管

理人员和主管乡企的负责同志，扩大了视野，拓

宽了思路，增强了市场观念、科技意识和信息观

念。促成了生产和科技的对接，为科研成果的转

化提供了大型的全方位的交易市场。也促成了

生产单位和科研单位结成了伙伴关系，解决了

乡镇企业技术革新久攻不下的难题。

生产和科研单位反映，这次“展交会”，财政

真正扮演了“红娘”角色，引导乡镇企业“攀高结

贵”，结识了一大批大专院校科研单位的科研人

员，广交了朋友。

难怪黑龙江省主管乡镇企业的副省长丛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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奎同志，一个一个地看完展室，连连不断地称赞

这次“展交会”，办得出乎预料，真是太成功了，

建议以后每年都要办，最好是一年办两次。

宝贵的经验和启示

财政部门以科技信息服务为突破口，帮助

乡镇企业提高科技意识，引进先进技术，逐步把

乡镇企业的发展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

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是从根本上培植财源的

举措。

要走出财政困境，财政部门再也不能仅仅

满足于单纯的收收支支了，而应当想方设法，跳

出单纯收支型财政的圈子，从多方面扶持生产 ，

真正在发展经济的大舞台上建设财政。

目前财政十分困难，要拿出很多资金去帮

助乡镇企业上速度上规模是财力所不允许的。

而以新技术为突破口，花少量的钱，提高乡镇企

业的科技含量，调整好乡镇企业的产品结构，提

高乡镇企业的效益，实在必须。

科技兴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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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冈地区一些国营

企业挖掘潜力，开拓门

路，坚持靠科技翻身，活

跃生产经营，收到了明显

的效果。

湖北汽车传动轴厂

与大专院校、科研单位联

姻，共同开发名优产品。

该厂属国家机电部定点

生产汽车传动轴的专业

厂家，3 年 来，该厂与华

中理工大学、湖北省锻压

技术开发中心等科研单

位建立协作关系，共完成

重大攻关项目 25 项。 该

厂根据市场需求，积极利

用先进技术 开发名优产

品，先后开 发了 V 2 1 1 0、

拉达 2105、伏尔加半轴

M 24— 1 0、波罗乃兹等 20

余种以 微型车零件为主

的新品种，从而保证生产

稳步发展。 1 991 年 1 —— 10 月，该厂实现工业

产 值 1 1 3 1.4 万元，利税 107.7 1 万元，分别比

1990 年同期增长 20.2%和 27.5%。

湖北链条厂是一个生产经营机械链条的厂

家，该厂依靠自己的科技力量，研制新特产品。

1 99 1 年年初，在市场调查中，他们发现华北、东

北地区作标准链条短缺。根据这一调查结果，该

厂链条研究所的工程技术人员，经过半个多月

的奋战，终于设计出“208B”、“216A ”等 8 种非

标准链条，并立即投入生产。新产品投放市场，

受到广大用户欢迎，销售收入达 150多万元。该

厂在市场调查的基础上，组织技术力量，先后开

发新特产品 19 个，产品畅销全国各地，新开辟

用户 110多家。到 1991 年 10 月底，该厂仅国内

销售额就达 603 万元，比 1990 年同期增长 5 倍

以上，从而摘掉了亏损帽子，并盈利 4 万元。

湖北化油器厂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加强

技术改造，提高产品合格率，增强后劲。“七五”

期间，该厂先后投资 450 万元进行全面改造，建

成了5 000 平方米的半封闭式总装大楼，安装了

4 条组合式流水装配线，使化油器总成年装备

能力达到 50 万只；还建成了空压机站和恒温试

验室，改造了壳体、金工、压铸、电镀车间，更新

改造设备 1 94 台套，使压锻能力由年产 9 万只

扩大到 50万只。技术改造既扩大了生产规模，

又优化了产品结构，提高了产品质量。推广应用

数控机床设备和技术后，化油器下体零件合格

率由过去的 50%提高到 90%以上。抽检结果表

明，总成合格率 100%，零部件合格率 95%以

上。目前，这个厂的产品畅销全国各地。1 99 1 年

1 至 10 月，共完成产值 2 564 万元，实现销售收

入 2 200 万元，利税 400 万元，分别比 1990 年

同期增长 15.1 % 、26.5%和 47.6%。

浠水县毛巾厂及时分析预测纺织品市场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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