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企业财务

突 出 重 点  

促 进工 业 结构调 整

程经国  唐振岐  任保增

工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力量，也是财政收

入的主要源泉。工业结构是否合理，是保持经济

长期、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关键所在。徐州市

的工业经济近几年有一定的发展，但是工业结

构还存在不少问题，比较突出的是：重工业所占

比重偏大，粗加工工业较多，高科技、高附加值

的产品少，企业经济效益差，乡镇企业发展速度

慢，这种企业结构严重地制约了整个经济的发

展速度，也加剧了财政困难。针对这种情况，徐

州市政府将工业结构调整列为其经济工作的首

要任务，并依据实际情况，分别制定了产品结构

调整、企业组织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调整的目

标以及实施步骤。为了促进落实工业结构调整，

市财政部门从资金上、政策上给予大力支持，主

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充分发挥资源优势，扶持原材料基础工

业发展

徐州市具有丰富的矿产和原材料资源，发

展原材料工业既有优势，又符合国家的产业政

策。尽管这类企业微观效益不高，有的甚至亏

损，但是从促进全省全市的工业发展看非常需

要。因此，在省、市政府的领导下，市财政部门积

极扶持发展冶金、煤炭、建材等原材料基础工

业，促使其逐步形成规模经济，并逐步向深加工

方面发展，以提高经济效益，尽可能地减少企业

亏损。如徐州铝厂是个年产1 200吨铝锭型材的

全省唯一的铝业基地。“七五”期间，市财政部门

贷款 298万元，让利 500 万元，帮助企业归还专

项贷款。该厂积极利用财政优惠政策，紧紧围绕

提高经济效益，突出抓好关键设备和工艺的技

术改造，使全厂生产能力提高 67% ，耗电降低

12% ，成本降低 6%。该厂还根据企业需要，利

用生产铝锭的优势，用企业自有资金建成铝镁

硅合金铸造生产线和铝型材挤压生产线，生产

出市场畅销的“6063 合金棒”和铝材制品。这个

厂现以成为以铝锭为龙头的具有 5 大系列 1 4

个主要品种的冶炼企业，“七五”比“六五”产值

增长 1 .31 倍，销售收入增长 3.8 倍，税利总额

增长 4.63 倍，上缴财政收入增长 3.24 倍。

二、调整企业组织结构，扶持企业集团发展

积极调整企业组织结构，是优化生产要素

配置，发展规模经济，提高规模效益的重要途

径。在中央和省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徐州市选定

以代表本市工业水平的工程机械产品汽车吊、

压路机、装载机为龙头，组建徐州工程机械集团

公司。为了促进集团公司优化组合，调整产品结

构，市财政部门首先支持了集团公司实行了总

承包，并对集团公司实行统缴统算，使集团公司

向经营实体化转变；其次对集团公司给予优惠

政策，如经批准允许该公司按销售收入提取一

定比例的技术开发费，按归还技改货款一定比

例补充流动资金，适当提高固定资产折旧率，等

等，以增强其装备设施和科技水平。该公司经国

家批准的“七五”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计划，总

投资6 300万元，除企业自筹资金外，财政批准

以利润归还贷款2 484.7万元。项目峻工验收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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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合格，投入生产使用后企业的生产能力大大

提高，1990 年工业总产值完成 3.02 亿元，比

1985年增长 81.92%。销售收入完成 3.6 亿元，

比 1985 年增长 96.34% ，实现利税2 641.4万

元。另外，市财政部门还帮助集团调整内部财务

关系，建立公司内部银行，增强资金调控手段，

促进企业结构调整。

三、改善重点企业技术、设备素质，调整产

品结构，增强市场竞争能力，提高经济效益

坚持以科技进步为先导，提高企业技术和

装备水平，是提高工业生产水平的当务之急。为

了搞好产品结构调整，市财政部门对现有企业

开发和投产新产品、巩固和发展名优产品、改造

和提高传统产品，分别制定出扶持政策，重点扶

持适应国内外市场需要的高效益、高标准的产

品，特别是一些优势产品和拳头产品。围绕这些

产品不适时机地调整投资结构，鼓励和帮助企

业加快技术改造步伐和产品创新率，使产品上

水平、上档次、上规模，增强市场竞争力，提高经

济效益，增加出口创汇，增加财政收入。徐州卷

烟厂是江苏省三大卷烟厂之一，前几年，由于该

厂主要生产设备落后，生产的低档粗支卷烟比

例大，生产和经济效益徘徊不前，企业生产经营

陷入困境，地方财政收入也受到很大影响。针对

这一情况，市财政部门始终把帮助该厂引进新

设备提高产品质量和增加市场畅销的嘴烟产品

放到突出的位置来抓，并采取具体措施予以重

点扶持。1987 年至 1990 年的四年间，市财政给

该厂增加技改资金4 153万元，支持该厂在“七

五”期间进行重大技术改造，保证该厂从国外引

进的3 000公斤制丝线和五台洛卡卷烟机组等

技改项目竣工投产，从而使该厂主要设备技术

状况达到国际八十年代先进水平，卷烟产品结

构有了明显改善。在保持生产能力稳定在 30 万

箱的前提下，嘴烟年产量由 1986 年 3.8 万箱提

高到 1990 年的 17.8 万箱，增长 3.7 倍；实现税

金由 1986 年 1.64 亿元增至 1990 年的 2.87 亿

元，增长 75% ；上交地方财政产品税由 1986 年
1 .35 亿元增 至 1990 年的 2.05 亿 元，增 长

51.8%。从而保证了徐州市财政收入在“七五”

期间以平均每年 12.7%的速度增长。

五年来，财政部门通过财政小贷、利用预算

外间隙资金、用活弥补企业亏损和补贴、向有关

部门和企业拆借资金等办法，共筹集资金 1 500

万元，用于支持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和产品更新，

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生产发展了，企业后劲增强

了，财政收入也就有了稳定的根基。

四、支持乡镇企业发展，改善工业经济结构

徐州市乡镇企业起步较晚，与苏南相比，在

发展速度、产品结构、生产水平、经济效益等方

面都有很大差距。为改变这种落后状态，徐州市

提出了立足资源优势，开发新的生产门类，发挥

现有企业潜力，发展规模经济，坚持内外贸结

合，拓宽国际市场，力争两三年内有一个较大发

展的基本指导思想。围绕这一指导思想，市财政

部门充分发挥职能作用，通过合理调度预算外

资金和支农周转金，重点支持乡镇企业发展有

前途的适销对路产品。自 1985 年以来，用于支

持县乡企业的预算外资金累计达 1.5 亿元，支

农周转金达 1.4 亿元。如徐州第二丝织厂，原是

一个生产单一化纤产品的乡镇小厂，1989 年以

前只能保本微利。财政部门结合该厂设备、技术

状况，利用当地资源优势，及时帮助解决技改资

金 80 万元，搞一条真丝绸生产线，经过全体职

工努力，不到两个月就生产出首批真丝绸产品。

1990 年该产品被评为徐州市优良产品，并被国

家外贸丝绸总公司定为外贸出口定点企业，当

年实现产值1 550万元，税利 1 1 2 万元，分别比

上年增长 54.5% 和 96.5%。又如徐州丰县三环

实业公司，1984 年前是生产镜条的村办小厂。

近几年，财政部门从政策上、资金上帮助企业进

行改造，扩大生产规模，使该厂产品由单一生产

沙发，发展到生产海绵制品、服装、装饰用品、钢

木家具等。三年间，该厂实现税利翻三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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