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品，适销对路产品、增加有效供给产品，高 税 利产品

和实现扭亏增盈的技改项目，从资金、 运输、原材料

及政策等方面给予优惠。并以高科技产品、高附加值

产品为龙头组建企业集团，提高产品市场竞 争力。对

那些滞销产品、淘汰产品、 高亏损产品和重复建设项

目坚决限制，该停的要坚决停下来， 使其 “置之死 地

而后生”，加快新产品的开发。

三、强化销售，开拓市场。省政府要求 全省要按

25%的计划下达压缩产成品的资金任务。企业要对库

存产品进行一次全面清查盘点，对已经形成的 积压产

品，实行定品种、定数量、定期限、定金额、定回收

货款的 “五定”责任制，确保处理积压产品任务的完

成。各企业要建立产品开发、设计、试制、 生产， 销

售 “一条龙”责任制，努力开拓市场。各级商业、物

资、供销企业要做好产品的收购和推销，有条 件的国

营商店和物资企业可给工业企业提供柜 台 或门点， 帮

助工业企业推销产品。

四、各方配合，大力开展支、帮、促。省政府要

求省财政和省经委安排一定资金和技改规模，帮 助有

希望扭亏的企业上一批技改项目。各级银行对符合产

业政策，产品有销路，因资金 短 缺而 造 成 亏 损的企

业，要从流动资金和技术改造资金上予以 保证。对确

因发出商品和应收销货款问题造成企业不能按期归还

货款的，银行应适当给予延期，暂不收罚息，企业收

回货款后，应首先归还银行贷款。财政部门在财力许

可的情况下，适当建立扭亏增盈周转金，择 优发放，

实行贴息或有偿使用，专项用于 亏 损企 业的 扭 亏增

盈。同时要充分利用财政间隙资金、有偿资金等，支

持亏损企业扭亏为盈。对计划内政策性亏 损企 业， 扭

亏措施得力的，可在财力许可的情况 下，提前预拨亏

损补贴，近期内扭亏为盈的，除 亏 损 补 贴留 给企业

外，其实现利润全部留给企业， 用于弥补的以前年度

亏损挂帐或发展生产。
五、强化管理，完善内部机制。一是切 实加强企

业领导班子建设。要以实现扭亏增盈为目标， 建立团

结实干、具有良好精神状态和富有开拓进 取精神的领

导班子。省政府要求各级干部管理部门 和企业 主管部

门，要对所属亏损企业的领导班子全面进行一次调查

摸底，抓紧调整补齐，以免贻误工 作。对确因工作不

力，造成连续两年以上经营性亏损的厂级领导班子，

坚决予以调整，调整下来的不得平行调动， 更不能提

升。二是完善企业内部分配制度。 对 经 营 性 亏损企

业，实行扭亏增盈目标同职工奖金， 工资挂钩，完不

成扭亏增盈目标任务的企业，一律不发 奖金， 工资相

应下浮。三是积极组织企业富余人员广开生产、服务

门路，进行生产自救。四是强化企业基础管理工作。

切实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以同行 业先进水平或企

业历史最高水平为基础，修订原材料、燃料、动力、

工具消耗定额、工资定额、物资储备定额，使定额覆

盖率达90% 以上，执行率为100%。

动态
四川、黑龙江省

中企处开展为

“质量、品种、效益年”
服务活动

贾秀华

四川、黑龙江省中企处要求全体驻厂员一定要投

入到 “质量、品种、效益年”活动中去，做到深入实

际、了解实情、多办实事、讲究实效。并制定了具体

的计划和措施。
四川省中企处根据本省中央企业的情况，制定了

七条措施。（ 1）帮助企业制定好提高产品质量、增

加品种、提高效益的规划，确定具体目 标 及相应措

施，并将目标层层分解落实到车间、班组或个人，保

证其目标的实现。（2）帮助企业落实好国 务院关于

搞活大中型企业的一系列政策，促进企 业技术进步，

帮助企业进行技术改造，用好用活各项专用基金和各

种周转金，支持企业开发适销对路的新产 品，调整产

品结构，提高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益。（ 3）抓 好盈亏

大户的增盈减亏工作。各中企机构要深入 3 — 5 户盈

亏大户帮助落实增盈扭亏计划，提高 经济效益。（4）
帮助企业大力控制支出，压缩不合理开支，督 促企业

积极清理各种应收、应付款，处理积压物资，减少不

合理的资金占用。（ 5）帮助企业加强财务管理，不

断完善内部承包经营责任制，建立自我约束、自我经

营机制。（ 6）帮助企业协调好与各方面的关系，沟

通信息，牵线搭桥，解决生产经营中的困难，促进企

业产、供、销的协调发展。（ 7）认真总结推广中央

企业加强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的 经验，推动“质

量、品种、效益年”活动的广泛开展。

黑龙江省中企处要求中央企业财政驻厂员紧紧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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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 “质量、品种、效益年”活动，全面落实支帮促工

作，提出：一要抓好政策落实。对 鼓励 企 业 提高质

量、增加品种、提高效益的政策要督促企 业用好、用

活、用足。同时要做好政策的宣传工作，使之 “家喻

户晓”。二要抓好工作落实。把驻厂员该做，而且能

做到的工作要落到实处，责任到位。（ 1）及时把有

价值的信息反馈给企业；（ 2）把有利于加强企 业经

营管理的建议及时向企业提出；（ 3）把好的 经验及

时向企业传播；（ 4 ）把行业、企业达标活动开展起

来，向先进目标看齐；（ 5）把中央企业之间 大厂帮

小厂、强厂帮弱厂的活动开展起来。三要抓好规划落

实。每个中企组都要制定规划，把规划的工作内容在

外部落实到企业，内部落实到人。同时要求：开展服

务工作要有主动精神，对企业生产 经 营 中 遇到的困

难，能帮的尽力帮助，能支持的尽力支持；要帮助企

业完善内部经营机制，搞好经济 核算， 加 强基础建

设，改进财务管理，促进企业提高 经济效益。

动态

浙江省中企驻厂 员
工作成绩明显

浙江省中央企业财政驻厂 员处（组），自1986年

组建 5 年来，在加强财政监督检查，帮助企业改善经

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完成各项调研任务，加强队

伍建设等方面取得了明显的 成绩。

在浙江的中央企业共有819家， 大多 是关系国计

民生的大中型企 业、行 业。1990年固定资产原值达

87.7亿元，工业总产值30.3亿元，销售（业务）收入

14.38亿元，为国家提供税利32亿元。这些中央 企 业

上交本省各地财政5.6亿元，占全省 地 方财政收入的

5.6%，为浙江省的经济发展和繁荣作出了积极贡献。

5 年来，浙江省中央企业财政驻厂员机构不断完

善，不断发展，做了大量工作。

一、组建机构，抓好驻厂员队伍建设.1986年10

月，省财政厅成立了中央企业财政驻厂员处。经省财

政厅批准，在全省11个市地派设中央企业财政驻厂员

组。 到1987年底，全省完成中企机构组建任 务。至今

全省已配备中央企业财政驻厂员86名，占 财政部下达

编制数的76%。各地还通过多种形 式，加强思想建

设、廉政建设， 开展业务培训，形成了一支中央企业

财政驻厂工作的专业队伍。

二、大力开展财政监督和财务检查。浙 江省中企

驻厂员，积极开展财政监督检查，严肃财经纪律，堵

塞 “跑、冒、滴、漏”。他们通过对企 业决算审查，

日常财税检查，重点检查和税收、 财 务、 物 价 大检

查， 5 年来，共检查2 000 多户 次企 业，查出违纪金

额4.55亿元，增加财政收入2.81亿元；平均每个驻厂

员查出违纪金额 540万元、增加财政收 入333万元，为

维护财经纪律，平衡国家财政预算，整顿社会经济秩

序，作出了贡献。

三、加强调查研究，反映经济信息，提供决策依

据。浙江省中企部门积极开展调查研究，及时向财政

部和省市财政部门提供有关经济信息。 5 年来，他们

累计调查600多户次企业，写 调 查 材 料 150 多份。仅

1990年就完成调研课题14个，写调查报告82份，为财

政部和有关部门了解经济动态，研究财政 经 济政策提

供了依据。

四、 帮助企业加强财务管理，提高经 济效益。浙

江省中企驻厂员工作，坚持监督 与服 务 相结合的方

针，在搞好财政监督的同时，帮助企业建立健全各项

制度，参与企业经营决策，向企业提出合理化建议，
积极支持企业调整产品结构，帮助企 业 提 高 经济效

益。驻厂员还为企业排忧解难，一方面帮 助企业用活

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果；另方面 帮 助 企 业筹措资

金，疏通资金渠道， 5 年累计帮助 企 业 筹资6 000多

万元，为企业缓解了资金紧缺问题。

（郑可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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