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七五”期间技术改造的新特点

甘肃省“七五”期间技术改造工作呈现出以

下几个特点：

<一 >努力开拓财源、多方筹措资金。企业技

术改造首先碰到的问题就是资金问题。甘肃省

一些部门和企业多方筹集资金，把各渠道的资

金捆起来使用。到 1 989 年，全省更新改造资金

中，地方（含企业）自筹占 63.4 %。另外，他们还

通过吸收外资和采用多种投资方式，增加了技

术改造资金的投入。甘肃铝厂、酒泉钢铁公司、

酒泉水泥厂等一些企业采取补偿贸易、联合开

发等多种形式吸收沿海地区的资金进行技术改

造，扩大生产能力，取得了明显的效益。

<二 >把技术改造作为调整产业结构、产品

结构的重点来抓。长期以来甘肃省工业结构以

重工业为主，而重工业中又以 采掘和原材料工

业为主。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他们配合产业结构

的调整，把技术改造的重点放在了提高技术层

次和发展精深加工产品上。首先着重在原材料

和加工工业方面进行了重点技术改造，大力增

产适销对路的名、优、特、畅销产品。西北铝加工

厂新增铝板、管材 1.5 万吨，发挥了甘肃有色金

属工业的优势，从而促进了全省原材料工业的

进一步发展。毛毯、雕漆、丝绸等产品产量的扩

大，增强了出口创汇能力。其次，结合产品和产

业结构的调整，选择了一批高起点、高技术、高

层次项目，逐步缩小甘肃与沿海地区在技术上

的差距，增强了企业的竞争能力。经过几年的努

力，不仅使原材料工业迅速发展，而且也使加工

工业的实力大增。
<三 >搞好技术改造的管理和事后评价工

作。加强对技术改造的管理是现代企业管理的

重大课题，对企业来说，技术改造是多种多样

的，其管理活动的内容也极为丰富。甘肃省在对

技术改造进行管理的过程中，采取了一些切实

可行的措施。诸如对重点项目实行全过程管理，

从项目的建议书开始就严格审查，对已完成的

项目及时组织验收，投产后抓好达产达标；把审

批立项、落实资金、现场协调、竣工验收四个环

节紧密结合；同时建立技术改造项目的调度制

度，对省列重点技术改造项目每季度进行一次

全面检查等。通过以上措施，“七五”期间在全省

建成投产的 364 个项目中，已达产达标的 154

个，达标率为 42%。为了总结技术改造经验，不

断提高经济效益，他们认真抓好技术改造项目

的事后评估工作，把投资项目新增产值、利税、

投入产出比、投入利税比作为考核评分指标，通

过评估来解决企业存在的问题，从而有力地促

进了企业技术改造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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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质量、品种、效益年”活动中，财政部门

面对的是：一方面要为搞活企业做出努力，为企

业做实事；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强化财政的监督

管理职能，克服企业“以包代管”现象。怎样才能

协调这两方面的工作呢？河北省冀县财政局在

这方面取得了较好的经验，他们对企业没有采

取“包而不管”听之任之的态度，而是从实际出

发，主动工作，制定了一系列有效措施。

一、实行倾斜政策，积极帮助企业筹措资金

冀县财政局利用本部门联系广、渠道多的

优势，积极帮助企业筹措资金，并利用财政“间

歇”资金，解决企业燃眉之急。在资金投放方面，

他们采取了倾斜的政策，一是向创汇产品倾斜；

二是向名、优、特、高产品倾斜；三是向工期短、

投资少、见效快的产品倾斜。并对用款企业实行

严格的审查和管理。其中，对企业财务管理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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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缴财政款项及时、产品质量好、经济效益高的

企业，实行优先和优惠的“双优”待遇，鼓励企业

加强财务管理，引进先进技术，提高经济效益，

保证财政上缴。这项措施有力地支持了企业搞

活，同时又体现了财政监督管理的职能。

二、结合第二轮承包改革，对企业财务科长

实行“财务承包”，寓“管”于“包”

针对第一轮承包中企业存在的财务问题，

如核算不准确、报表不及时、财会制度和财经纪

律严重松弛等情况，冀县财政局在第二轮企业

承包中进行了改革，通过对企业财务科长单独

实行一套“财务承包制”，来加强企业财务管理

与监督。承包制规定，企业财务会计代表国家财

政对企业的生产情况进行核算和监督。承包或

考核的主要指标是：成本核算是否准确，财务报

表和财务分析是否及时，财政收入是否如期上

缴，财会制度和财经纪律是否执行完好等。财政

局分月或分季度进行检查打分和通报，到年终

进行总评，对指标完成好、得分高的企业进行通

报表扬，并给予适当的物质奖励；对差的企业则

通报批评和扣罚奖金。财会人员的工作鉴定和

部分奖金的发放由财政局掌握。这项措施的执

行，使企业核算水平明显提高，财会人员责任心

加强，违纪现象减少。

三、实行兼职财政驻厂员制度，把企业的生

产经营与财政的监督管理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

冀县财政局针对财政监督管理任务重，专

职财政驻厂员编制少的矛盾，打破框框，主动改

革，在上级领导的支持下，大胆地实行了兼职财

政驻厂员制度。规定兼职财政驻厂员由财政局

股长以上干部和业务骨干担任，负责企业财政、

财务、会计方面方针政策、制度规定的宣传、贯

彻和执行；负责对企业财政收入指标的预测、落

实、分析和清算，并积极组织入库；负责帮助企

业搞活经济，挖潜增收、提高效益；负责保护企

业资产的完好无缺等。并规定各兼职驻厂员在

做好本职工作外，要抽出时间（每月不得少于一

个星期），深入企业调查研究。帮助企业解决问

题。这一措施重在为企业做实事，同时对发挥财

政本身应有的监督管理职能，改善财政工作作

风，克服企业“以包代管”现象也有着重要作用。

四、抓好企业会计培训，推广先进的财务管

理办法

冀县财政局在承包改革的新形势下，本着

为企业做实事，始终把提高企业财会 人员的业

务素质当作一项重要工作来抓，通过采取集中

培训，定期召开成本研讨会，以老带新、言传身

教等方法，努力提高企业财会人员的业务水平。

如物资系统五个企业的财务科，在财政局直接

指导下，全部通过了达标验收，并连续三年被地

区物资局评为先进财务科。财政局在抓好会计

培训的同时，积极帮助企业推广先进的财务管

理办法，如 A BC 管理法，使企业在合理使用资

金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企业财会人员素质

的提高，为加强财务管理工作创造了条件。

五、积极开展创“三红”活动，加强企业财务

管理，提高经济效益

为了调动财会人员的积极性，充分发挥财

会人员在企业管理中的作用，财政局发动开展

了创“三红”活动，即要求每个财会人员都要做

当家理财、正确处理国家、企业、个人三者分配

关系的“红管家”；争当严格执行规章制度、财经

纪律，确保国家和集体财产不受损失的“红卫

士”；争作认真进行财务核算、财务分析，积极参

与预测和决策的“红参谋”。并把创“三红”活动

同评定专业技术职称挂钩，从而大大地激发了

广大财会人员工作积极性。财政局结合“创三

红”活动，每年定期召开一次加强企业财务管

理，提高经济效益的经验交流会，积极推广典型

经验，进一步帮助企业改善和加强财务管理。提

高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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