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深入开展 “双增双节” 运动，千方百计把

这些潜力挖掘出来。财政部门要同企业主管部

门密切配合，帮助企业从基础工作抓起，发动

群众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建立健全定额、成

本、资金、质量、工艺、财产、劳动、工资、

财务、核算、奖罚、安全等各项管理制度，做

到各项工作有章可循，干群人人责任明确。制

度确立后，要领导带头执行，奖罚分明，一丝

不苟。如此持之以恒，企业就会出现纪律严明，
人心向上、团结奋斗、爱厂如家的局面。企业

的经营管理改善了，经济效益提高了，就会有

较多的资金用于技术改造，产品结构、产品质

量都会不断改善，就能对国家做出更大贡献。

四、加强财政、财务监督、保证资金的合

理使用和政策措施的正确执行。

加强财政、财务监督是财政、财务管理工

作的重要职能之一，是国家有关财政、财务方

面的方针政策能够得以正确贯彻执行的重要保

证。前几年有不少资金使用不合理，搞了一些

不该搞的项目，该搞的项目没有钱搞，造成了

当前结构的失调。这方面的教训是深刻的。项

目立项时可行性研究不足，上下互相 “钓鱼” ，

建成后或设备不配套，或其它条件不具备，形

不成相应的生产能力，造成很大浪费。
为了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口上，支持经济

结构调整的顺利进行，财政、财务部门要积极

参与经济决策的研究和论证。一是参与本地产

业政策的制定，当前要在制定“八五” 规划中

发挥积极作用。二是参与政府部门和企业的投

资决策。财政、财务部门应参与对企业技术改

造和新建扩建项目，包括引进项目、中外合资

经营项目所需资金 和未 来的 经济 效益进行测

算，按照产业政策的要求进行论证，减少投资

上的损失浪费。三是 参与生 产经 营决策。财

政、财务部门应 参与企 业 产品方 向、产品价

格、生产销售和横向联合等方面的决策，使企

业的产品适应市场变化的要求。四是参与分配

决策。财政、财务部门应通过测算经济效益、
提出分配方案和实施办法，搞好分配，正确处

理国家、企业和职工三者关系。财政、财务部

门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加强监督，对不该搞

的项目，在资金上坚决不予支持，在税收上坚决

不予减免，其亏损坚决不予弥补。只有这样才

能促进结构的调整。

简讯
首届 全国国有资产管理理论研 讨会在京召开

首届全国国有资产管理理论研讨会于1990年12月

下旬在北京召开。研讨内容集中在四个方面：（一）

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 及其目标模

式；（二）“八五” 期间如何推进国有资产管理体制

改革；（三）当前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难点及对

策；（四）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理论基础。

会议期间，举行了“加强国有资产管理，坚持和

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征文颁奖仪式。国务委员兼财

政部长王丙乾为获奖作者颁了奖。这次征文 活动，是

由 《 经济日报》 、 《 经济参考》 、《 金融时报》 和国

家国有资产管理局科研所联合主办的。

财政部副部长迟海滨到会并 作了重要讲话。他指

出，加强国有资产管理，事关巩固和发 展社会主义公

有制经济的大局。当前的主要任务有两个：一是保卫

国有资产及其权益的完整和不受侵犯；二是努力提高

国有资产的经营使用效益。要完成这两方面的任务，

必须按照政企职责分开、所有权和经营权适当分离的

原则，进一步深化改革，建立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相

适应的国有资产管理新体制。

他说，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公有制

的自我完善。他要求我们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生产力

发展的实际出发，对如何进一步加强国有资产管理，

完善国有企业经营机制，提高经济效益，充分发挥社

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优越性问题，作出马克思主义的

理论回答，并努力在实践中获得成功。

（杨素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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