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壮大科技人员队伍，充分调动其积极

性。经济竞争实质上是科技竞争，科技竞争实质

上是人才竞争。因此，必须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造就一支宏大的科技人员队伍，并给他们提供

好的科研和生活条件，鼓励他们多出成果，快出

成果，出高新科技成果。国外一些有名的大企

业，科技人员占全体职工的三分之一以上，因而

在市场竞争中始终处于优势地位。江苏省常州

电子计算机厂成功的奥秘就在于尊重人才。该

厂不惜代价，既从外引进大量人才，又自己培养

大量人才，而且科技人员不吃“大锅饭”，成果与

效益挂钩，解决了科研与生产脱节、与市场脱节

的问题。这个厂的电子计算机在全国处于领先

地位，人均创利超万元，是常州的税利大户。

——切实解决科技成果迅速转化为生产力

的问题。科研成果只有迅速实现产业化，转化为

商品，才能实现其价值。这种转化贵在神速，谁

先占领了市场，谁就能取得最大效益；错过时

机，就失去价值。从一定意义上说，我国的科学

研究并不落后，某些领域在世界上还处于领先

地位，主要问题是有许多科研成果没有迅速转

化为生产力，没有实现产业化。必须通过深化改

革，从体制和机制上解决问题，做到科研、生产、

销售一体化，政府有关部门要做好组织协调工

作，妥善处理各方面的利益关系。特别是对高新

科技研究成果，要有专门机构和专项资金，保证

其迅速运用到生产领域，取得最大经济效益。

——增加科技投入。提高经济效益靠科技

进步，实现科技进步要有资金投入。国外一些知

名的大企业，其科研费用都占营业额的相当比

重。江苏省各方面用于发展科技的投入虽然逐

年增加，但其占销售收入的比重是低的。各级财

政要转变观念，舍得在实现科技进步方面投入

资金。第一、预算内用于发展科学技术的支出，

要确保以高于正常支出增长的幅度逐年递增；

第二、督促企业按照政策规定，把该提取的费用

提足；第三、对高新科研成果，要与有关方面协

同，安排专项资金，保证其迅速转化为生产力，

实现产业化；第四、加强财政监督，确保各项科

技经费合理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江苏省科技力量雄厚。发展科技，振兴江

苏，正在成为全省人民的共同认识。九十年代，

江苏省经济必将重振雄威。

科技兴财

强化财政职能作用  

探索科技兴财之路

湖北省财政厅工交处

近年来，在财政部和省委、省政府的领导

下，我们充分发挥财政部门的职能作用，不断强

化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意识，努力支持科技

进步，不断探索依靠科技进步兴财、聚财的新路

子，取得了显著的效益。“七五”期间，全省通过

依靠科技进步每年开发新产品、新品种2 500～

3 000 项，其中 835项分别纳入国家级和省级重

点新产品试制计划。有 3 000多项达到国际国

内水平，155 项工业产品获国家金、 银质奖，

1 322项新产品评为部优产品，3 020 项产品评为

省优产品。1990年与 1985 年相比，新产品产值

率由 4%上升到 8%；优质产品产值率由 16.

2%提高到 26.3%；新产品创造利税增长 2.86

倍；万元产值综合能耗下降 26.7%；引进技术

消化、吸收能力提高 43.7% ；科技进步对经济

发展的贡献份额由 19.1%增加到 36.5%。科技

进步有效地促进了我省工业经济向质量效益

型、产品开发型和科技先导型的转变。

在科技兴财的实践中，我们主要抓了如下

几项工作：

一、认清形势，树立科技兴财意识

“七五”期间，我们财政部门在省委、省政府

的支持下，认真分析了全省财政经济形势和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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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经济效益情况。进入八十年代以来，全省工业

设备明显老化，技术装备落后，产品档次低，市

场竞争能力差，原来作为支柱财源的纺织行业，

出现了全行业亏损；各级财政困难加剧，1985

年全省出现 34 个补贴县，一年要补贴 2.2 亿

元。通过分析，我们充分认识到摆脱财政困难，

促进我省经济良性循环，必须走向科技要效益

的道路，进而树立了科技兴财意识，提出了“科

技兴财”的战略。这个战略的基本内涵是，坚持

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以科技进步为引擎，以

企业财源建设为重点，把财政筹集资金、分配资

金、调节经济和管理监督的职能渗透到企业科

技进步中去，支持企业采用先进、适用的新技

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有计划、有步骤、有

重点地对传统支柱产业和高新产业进行改造和

开发，提高企业整体素质和产品竞争能力，走一

条投入少、产出多、质量高、消耗低、效益好的内

涵扩大再生产的道路，逐步实现全省财政经济

状况的根本好转。

二、用好政策，引导科技兴财方向

首先，帮助企业用好和落实已有的科技政

策。针对前期企业技术开发费少，折旧基金不足

而又未按政策规定提足的状况，财政部门重点

抓了折旧基金和技术开发费的提取。1991 年全

省 90.1 %的预算内工业企业按规定提足了技

术开发费和折旧基金，实际提取数分别占应提

数的 91.1%和 92%，其中，大中型企业分别占

94%和 95%。同时，在“七五”期间，我们按照国

家现行税收管理体制，及时减免了通过省科委

鉴定的新产品的税收 1.6 亿元。

其次，结合新形势，制订加速科技成果向生

产转化的特殊政策。1990年 11 月份，省政府与

国家科委联合举办了首届工业科技成果交易

会，引导企业加速科技成果向生产转化。我们还

制订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如凡属于科技成果推

广运用的项目所生产的产品，视同省级新产品，

按现行税收减免权限减免产品税或增值税 1～

2 年；对这类项目投资由银行贷款解决 60% ，财

政借款 10% ，企业自筹 30% ；项目完工后，所形

成的固定资产可实行快速折旧；产品销售收入

除享受现有优惠政策外，还在 1～2 年内，经同

级财政部门核准，按销售收入 2‰计提销售费

用，在成本中列支等等。这些政策产生了积极效

应，使交易会成交科技成果 1 634 个。据了解，

成交后已直接应用于生产的有 1 021 个，其中

1991 年完工见效的有 543 个，新增产值 1.32

亿元，新增利税 3 451 万元。如天门农药厂从上

海农药研究所引进杀菌剂“粉锈宁”成果，去年

投入批量生产，完成产值 1 080 万元，实现利税

287.5 万元。该项产品不仅填补了中南地区的

空白，而且使企业一跃而成天门市的支柱财源

之一。

第三，支持地方制订促进企业科技进步的

配套政策。企业科技进步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

程，它的实施仅靠财政部门的政策导向是不够

的。为此，我们积极支持各地创造一定的“小气

候”，促进企业科技进步。如老河口市配套制订

的产品开发奖励政策、科技承包政策、人才引进

政策和产品创优创利政策，有效地促进了该市

产品战略的顺利实施，实现了产品开发升级换

代、重点产品改造和扩大生产规模“三级跳”。

1985 年以来，全市共开发新产品 278 种，其中

填补国内省内空白 54 种，产值过千万、利润过

百万的企业由 4 家发展到 18 家；“七五”时期，

全市工业总产值平均递增 25.6%，财政收入年

平均递增 30.2%。

三、资金启动，创造科技兴财条件

为了使科技兴财有稳定的资金来源，我们

坚持从实际出发，多渠道筹措资金的办法。

一是通过财政预算安排，建立各项科技基

金。“七五”期间，我省在财政极度困难的情况

下，仍在省级财政预算中安排科技发展资金2.3

亿元，分别建立了科技发展基金、火炬计划发展

基金、星火计划发展基金、新产品开发基金和技

术改造基金。通过这些资金的有效投入，大大促

进了科技工作的发展和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

如“七五”期间我们对科技攻关投入9 280万元，

使全省完成省级以上科研成果4 077项，平均每

年800多项，比“六五”期间增长一倍以上；通过

推广先进技术开发新产品、新品种 2 万多个，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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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五”期间增加 1.2 倍，累计创利税23.2亿元。

二是积极引导企业自有资金向科技的投

入。随着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实施和搞好大中型

企业的一系列政策的出台，企业有权支配的自

有资金不断增加。为了引导企业正确处理好生

产和消费的关系，真正把有限的资金用在技术

进步、开发新产品、培植企业后续财源方面来，

我们明确规定，企业承包经营后的自有资金

70% 用于企业技术进步；按产品销售收入计提

1 %的技术开发费和新产品减免税收全额用于

企业新产品开发；集中预算内工业企业 30%的

折旧基金进行重点科技进步的项目投入；企业

科研成果转让费主要用于科技再投入等等。如

宜昌市近四年筹集企业自有资金 2.45 亿元，引

进先进技术装备 1 07 项、先进产品和技术软件

1 000 个，使全市 80%的骨干企业完成了一轮技

术改造，平均每个企业每两年有一类新产品或

升级产品，并可同时开发五、六个新品种、新花

色，使 40%的产品行销省内，50%的产品走向

全国，10%的产品出口创汇。 1990 年全市人均

工业净产值，人均创利税等主要经济指标在长

江沿岸 24 个城市中居于首位。

三是以财政资金为引子，吸引银行贷款对

科技的投入，形成资金使用的合力。 1 986 年以

来，我们除通过预算安排 1 350 万元的推广科

技成果资金外，每年还安排 240 万元资金用于

银行对星火计划信贷投入的贴息，形成了财政、

企业、银行共同支持科技成果推广运用的新格

局。仅“七五”期间我们通过财政预算安排贴息

资金 750 万元和匹配资金 6 750 万元，吸引银

行贷款 4.03 亿元，组织实施了国家、省级星火

项目 1 400 个，调动了 1 00多所大专院校、科研

单位 1.5 万名科技人员参加星火计划实施行

列，推广运用了 800 多项技术成果，开发出各类

产品 500 项，出口创汇产品 150 项，创产值 35.

63 亿元，创利税 5.64 亿元，创汇 1.18 亿元。

四、强化管理，夯实科技兴财基础

“三分技术七分管理”，抓好管理就可以提

高效益。在科技兴财的实践中，我们十分重视科

技兴财的管理作用。

第一，加强各项科技资金管理。从 1 986 年

开始，我们先后建立了《科技发展基金管理办

法》、《星火计划发展基金管理办法》、《自然科学

基金管理办法》、《技术改造基金管理办法》、《新

产品开发基金管理办法》等，使各项科技资金管

理做到了“四有、四化、三公开”，即有目标、有重

点、有计划、有考核，手续规范化、管理制 度 化、

安排科学化、决策民主化；公开投向、公开政策、

公开数额。为了进一步提高科技资金投 入效益，

调动企业积极性，1991 年我们又在全 省介绍并

推广了襄樊市财政局对新产品开发和技术改造

项目实行“三定二挂一奖惩”的目标责任制，即

定项目投资限额、定投产日期、定效益指标；科

技资金投入、回收与风险保证金和利润 分配挂

钩；能在合同规定期限内完工并达到预期效益，

免收财政借款资金占用费，全额返还风险 金并

按上交风险金总额的 20% 给予奖励，没 有达到

预期效益，风险保证金不退还，并收财政借款月

息 6‰的资金占用费，新增利润按“五五”上交

财政和用于还款。这一管理办法的推广 ，对确 保

项目按期投产见效，保证财政资金按期回收起

到了积极作用。1 990 年全省科技资金回收率为

82.1 %比 1985年提高了一倍。

第二，我们对省委、省政府确定的 全 省 1 3

条龙的系列产品开发和全省 1 00 项重大新 产品

开发实行“三员到位，共同论证”的办法 ，由 科委

和经委项目员、财政专管员、银行信贷员 一 齐 下

厂，共同对项目的可行性进行现场 评估，然后按

立项程序上报立项和落实项目资金 ，大大减化

了手续，减少了相互间的推诿和扯皮现象。目

前，全省 13 条龙中已经启动了服装 、汽车，自行

车等 7 条龙；1 00 项重大新产品开发 ，已经实 施

了 80 项。

第三，帮助企业运用现代管理 手段生则 、聚

财。近年来我们有计划、有步骤地在 企业里推广

了运筹学、A BC 管理、质量控制、量 本利分析 、

满负荷工作法等现代科学管理方法 及电子计算

机的广泛应用，有效地提高了企业现代化管理

的素质，培养了一批现代管理人才。目前，全省

财政部门和工交财务管理系统微机运用和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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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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