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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是我国的重

要工业基地，工业部门

齐全，有冶金、机械、化

工、纺织、轻工、电子、

医药、建材、煤炭等部

门。目前，全省预算内国

营工业企业共 1 887户，

实现利润49.3亿元，为

我国国民经济建设和发

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近

几年来，辽宁省财政部

门在做好财政收支工作

的同时，积极发挥财政

的宏观调控作用，注重

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
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一、利用财政的调

节作用，引导企业投资

流向，促进产业结构趋

于合理。辽宁省一般加

工产业过大，而原材料

及基础产业不足。由于

能源及原材料不足，企

业生产能力 得 不 到 发

挥，大部分企业开工不

足。如省轻工系统日需

用电 6 000 万度 ，电力

紧张时每天只能满足77

% ；纺织行业由于羊毛、

棉 花 及 化 纤原料的短

缺，加之外汇额度的限

制，使企业原料缺口很

大，30% 到40% 的纺机

停车。另外，辽宁省工业

大部分集中在沈阳市周

围和南部地区，而东部

山区及辽北、辽西地区

工业基础比较薄弱，由

于工业分布不合理，造

成运输紧张，制约了生

产的发展。省财政部门采取一些有效措施鼓励

各方面向能源、交通、基础设施行业以及 “老少

边穷”地区投资，优化产业结构。这些措施的

实施对缓解辽宁省能源紧张起到了积极作用。
此外，省财政部门还对行业内的企业投资流向

进行了控制和引导。如省纺织行业，除国家投

资建设的重点项目辽阳石油化纤公司外，地方

化纤工业在财政部门支持下把资金着重用于发

展化纤工 业 的 原料生产 和产品的深加工。目

前，已能生产粘胶锦纶、涤纶、丙纶、晴纶纤

维，以及锦纶、涤纶弹力丝等多种化学纤维，
为辽宁省化纤工业的迅速发展提供了稳定的原

料来源，使辽宁省逐步成为具有一定规模的包

括化纤、棉、毛、麻、丝、针织、复制、印染、纺织机

械、纺织器材、服装以及非织造布等行业产品比

较齐全的纺织工业基地。由于对投资流向的控

制，使企业产品结构发生 了深 刻 变 化。深加

工、中高档产品比重上升，服装、装饰、工业

用纺织品逐年增长。1987年与上年相比，服装

产品产值增长6 .9% ，装饰用纺 织品 产值增长

10.7% ，工业用纺织品产值增长14% ，促使纺

织业向着适应人们消费 新要 求的 方向 健康发

展。
二、利用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增加名优产

品产量和出口创汇。为了扩大名优产品的知名

度和市场幅射面，省财政部门制定了一系列的

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尽快增加名优产品产量。
由于财政部门的支持使名优产品迅速得到

增产，扩大了在国内、国际市场上的影响。如沈

阳味精厂生产 的名 优 味精 总产值，1986年为

6 643万元，1987年 增 长 到 7 160 万元 ，增产

7.78%。该厂产品不仅占领了国内市场，还占

领了国外部分市场。
在财政部门的支持下，1987年省纺织品出

口创汇创历史最 高水 平，创 汇额达 4.44亿美

元，比1985年翻一番，相当于1978年前29年的

总和。1978年至1987年 9 年间，省纺织品共出

口创汇20.8亿美元，每年平均递增22%，相当

于建国后前29年的4.5倍。1986 年纺 织品已占

辽宁省创汇总额的28.5% ，成为全省地方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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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第一大宗出口商品。目前省纺织行业专门生

产出口商品的企业达74个，这些 出口骨干企

业，不仅带动了 全省纺 织工业出口创汇的发

展，还使出口产品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增加

了深加工、高附加值的商品出口。
三、抓好技术改造工作，促进产业结构的

调整。“六五”期间及1986年、1987年辽宁省

技术改造共投资95.38亿元，其中轻纺及电子

工业投资 35.67 亿元，占投资总额的37.4%。
1987年是省技术改造的高峰期，轻纺及电子工

业技 术改 造投资达13.61亿元。多年来财政部

门通过多种措施支持企 业 加 快 技 术 改 造 步

伐，各企业也不失时机地深挖内部潜力，积极

引进、消化吸收先进技术，使企业产品质量显

著提高，产量翻了几番，企业效益明显增加。
大连磁头厂通过两次技术改造，产量由60万只

增加到700万只，1988年企业 实 现 利 润350万

元，比1987年增长了75%。由于在技术改造过

程中，注重了产业结构的调整，重点企业的固

定资产得到及时更新改造，企业的竞争能力增

强，企业素质有了提高，产品结构、出口结构

都发生了变化，从而使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

比例关系得到一定的改善。
近几年，虽然辽宁省财政部门在调整产业

结构上做了一些工作，但是，产业结构的不合

理仍然阻碍着省经济的发展。目前国家正处在

产业结构的调整时期，我们必须抓住时机认真

贯彻和实施《国务院关于当前产业政策要点的

决定》，有计划、有步骤地运用财政调控手段

和经济上的倾斜政策，来优化经济结构和产业

结构，对不同的产业分别实行有保有压，有上

有下的原则，克服总体上的经济过热现象，优

先发展农业、能源、交通、原材料等基础产业

和新、高技术产业，增加有效供给，增强经济发

展后劲，使辽宁省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地向

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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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优化产品结构办实事

天津市财政局财税管理二处一科

天津电机厂是我科的联系户，该厂生产的

潜油泵是市场上急 需的短 线产品 ，也 是我市

“七五” 期间发展的拳头产品之一。随着石油

工业的发展和深度油层的开发，近年来潜油泵

急需高温泵缆配套，而给我市潜油泵产品配套

的主要厂家天津电缆厂，1987年仅能生产高温

泵缆66条，远远满足不了潜油泵配套的需要。
为了实现产品结构的优化，支持重点产品的生

产，开辟财源，我们对两厂的生产多方进行了

协调，收到了积极效果。1988年，电缆厂生产

高温泵缆244条，比上年多 增产2.69 倍，增加

税利275万元；电机厂比上年多销售油泵67台，
增加税利101.7万元。两厂1988年 共增 加税利

376.7万元。我们主 要做了 以下工作；

一、深入实际调查，找出症结所在。为了

找出配套难的问题，我们深入电缆厂了解高温

泵缆的生产情况。通过调查得知，该厂高温泵

缆产量低的主要原因 是引 进的 生产 设备不配

套，不能均衡生产和交 货。并影 响了资 金周

转。在供货规格上，电机厂所需泵缆规格虽然

总体已定，但由于市场变化快，若按与电缆厂

的合同生产，同用户需要往往不一致，不按合

同生产工厂又无所适从。两厂之间矛盾很大，

电缆厂提出：“如果电机厂不及时交付货款，

就把电缆供给外地用户”；电机厂则说；“如果

电缆厂不能满足我厂需要，只好进口 电 缆 来

配套”。虽经潜油泵联合公司多次协调，矛盾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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