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食运输车队可以担负全部粮 油运输任务的情况，我们

还规定不准雇用外单位车辆搞粮 油运输，否则，财政部

门不承担运输费用补贴，由 企 业在留成中解决。执行

结果1987年全市销 售系统的费用水平，比年初核定的

指标有所下降，比1986年减亏 19万元。

四、正确执行政策、加强财政监督。一是开展财

务检查，堵塞漏洞。1986年 7 月份，我们在分析粮食

企业扭亏工作进度时发现，上半年 亏 损指标与预算相

比，不但没 有减亏，而且还增加了70多万元，这引起

我 们的高度重视，在与粮食局沟通情况后，由财政专

管员和粮食局财 务科、审计科的17名同志 组 成工 作

组，对22户 盈 亏 大 户 进 行 了 检查。共查 出各种违

纪资金32笔，违纪额71万元。其中多 摊成本（费用）
45万元；粮办工业使用的固定资产，由粮食商业提折

旧、大修费21.20万元，以及应在专用基金中支付的咨

询费在营业外支出中 报 销 等问 题4.8万元。检查结束

后，我们与企业主管部门针对存在问 题，制定了降低

费用的具体措施，决定粮食销售系统后六个月除保工

资、运费、利息及取暖费外，其它费用一律停支，仅

后三个月就比上半年节支15万元。

二是加强对粮食主管部门的经费管理。多年来，

粮食主管部门的经费没 有定额，敞着口子花钱，支多

少. 在亏损中列多少。由于主 管部门花钱没有限制，

经费支出连年增加。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对粮食

局机关的经费也实行了定额管理。工资额根据人事部

门下达的编制及实际人均工资核定；办公用品及修理

费以1986年为基数，考虑一定的涨价因素和逐年降低

管理费的要求核定。实行定额后，1987年粮食局机关

精减了24人充实到基层，整个机关费用比上年压缩了

21% ，全年经费支出比核定的定额节约 6万元，比上

年减少32万元。

企业财务
引 导企业眼睛向 内

  挖 潜 增 收

辽宁省抚顺市财政局

抚顺市地处辽宁东部山区，是以能源 、原材料为

主的综合性重工业城市。几年来 ，我市 财 政工作在市

委、市政府和省财政厅的领导下， 地方 财政总收入自

1985年以来， 每年递 增10%。1986、1987 年 两 年虽

有减收增支因素3.86亿元的影响，我们通过不断深化

改革，狠抓 “双增双节” 工作，鼓励和引导企业眼睛

向内，挖潜增收，还是取得了经济效益增长速度高于

产值增长速度的可喜成果。1987年地 方预算内 工 业

总产 值 比 上年增长17.7% ，实现利 润 比 上 年增长

23.1% ，上交收入（含所得税、调节税）比上 年增长

45.2% 。

一、引导企业节能降耗，从降低成本求增收

我市地方预算 内105户 工 业企业， 1985年实现销

售收入17.7亿元，全部产品总成本12.7亿元，每百元

销售收入的成本是80.5元， 每百元成本中的物资消耗

是79.47元，高于同一时期 全国 平均水平 ，尽管有本

地区产品结构与其他地区不可比 等 因素，但是这也足

以说明我市企业生产经营中还存在着高 消耗、 高浪费

的问题。针对这种情况，1986年我们对占成本60% 以

上的主要原材料，严格实行节约有奖，超耗有 罚的办

法，充分调动了企业广开节能降 耗途 径的积极性。如

抚顺石油机械厂1986年以前，每年抽 油机产量在40台

左右徘徊，由于消耗高，浪费大， 一直是亏损品种。

1986年我们对该厂实行原材料、燃 料节约奖办法后，

该厂对抽油机耗用的主要原材料和机 配件进行了认真

的解剖分析， 从下料工段入手，严格规定套裁下料办

法，并要求各车间充分利用套裁下来的边角余料，这

样就提高了原材料利用率。1986年钢材利用率比1985

年 提高 了0.5% ，1987年又比1986年提高了0.48% 。

这个厂还对抽油机的主要配件进行了重新组合，剔除

剩余功能，使抽油机成本逐年下降。通过节能降耗，

该厂使抽油机由亏损产品变为盈利产 品，1987年由于

产量增加、成本降低多实现利润160万元。

为了控制企业因传统工艺所造成高耗费，降低产

品成本，在帮助企业挖潜增收的过程中，我们还注意

引导企业改革旧的传统工艺。1986年我们根据国务院

颁布的有关合理化建议奖办法的精神，对我市企业实

行了 “最佳工艺奖”办法，规定凡是 通过优化生产工

艺，使产品成本明显降低、利润明显增加的企业，可

按国务院合理化建议奖规定的办法，奖励有功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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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启发了企业降低成本的思路， 调动了广大工程技

术人员的积极性，许多企业千方百计改进 生产工艺。

抚顺钢厂是以生产特种钢材为主的大型 特钢企业，特

种钢材产量居全国第二位，1986年我们实行 “最佳工

艺奖”后，该厂工程技术人员积 极组织起来，提出了

改革工艺的33条具体措施，既 节约了能源 和 材 料消

耗，又增加了效益， 1986年该厂 由于改 革工艺，共增

加利润650万元。

二、引导企业充分发挥现有生产能力，从设备满

负荷运转求增收

现有设备不能满负荷运转，是影响企业经济效益

的一个重要原因。1986年我市地方预算内工业企业拥

有固定资产原值18.5亿元，其中闲置设备1.28亿元，

占固定资 产 原 值 的6.9% ，投入生产过程的17.22亿
元设备，也没有充分发挥生产能 力， 达到 满负荷运

转。1986年每百元固定资产 创造产 值127元，低于同

一时期先进地区的平均水平。为了把这 方 面的潜力挖

掘出来，我们在对全市企业的闲置设备和设备生产能

力的利用情况进行调查的基础上，又根据企业的不同

特点，采取“一户一议、灵活多样”的办法，分别不

同企业，采取不同的措施， 鼓励企业充分发挥现有设

备生产能力，增产增收。如：我市新抚钢厂是一个拥

有1.9亿元固定资产的 中型钢铁企业，1986年初，该

厂由省下放到我市。当年由于原材料提价 等减收增支

因素，全年预计亏损1 300万 元， 一季度已 经亏损172

万元。为了促使企业扭 亏 增 盈，我 们由一名副局长带

队，组成有工业企财科长、 专管员、企业的工程师和

会计师参加的调查小组，深 入该厂 ，一个工序一个工

序地实地调查。在调查中了解到：尽管该厂炼铁、炼

钢、轧材等工序齐全，但是，由于该厂建于大跃进 时

期，工艺极不配套，前小后大， 轧材设备年开工率只

在40% 左右，有半年时间停工待料， 需要支出固定费

用1 500万元，生产能力发挥不出来，经 济效益受到影

响。针对这种情况. 我们对该厂规定了用剩余设备、

生产能力对外承揽加工，所获利润由财政与企业六、

四分成（上交财政60% ，企业留40% ）的鼓励措施，

极大地调动了企业增产增收的积极性。1986年他 们对

外承揽加工钢坯 4 万吨，增加利润1 545万元，全厂当

年不仅没有亏损，而且实 现利润1 195万元。1987年又

承揽加工钢坯4.6万吨，获利润1 664万元。

三、引导企业提高产品质量、开发新产品，从提

高产品等级求增收

挖掘企业生产经营中的潜力，我们十分注意在提

高产品质量和开发新产品上下功夫，实行了奖金分配

与质量挂钩的办法，制定了最佳产品设计奖和新产品
开发奖。抚顺电瓷厂是生产中、高压电瓷产品的专业
厂家，年产电瓷5 673万吨。由于质量问题，以前该厂

电瓷产品综合合格率只有60% ，废品损失 每 年都占产

品成本的15～20% 左右。为了 解决这 个问题，我们在

该厂建立了电瓷产品综合合格率 与职工个人收入直接

挂钩的经济责任制考核体系，并 将综合合格率指标分

解到各工艺环节。 制定岗位 技术 、质量指标，使每一
个工序、岗位都有明确的产品质量考核标 准。提高质

量、降低废品损失受奖，反之则罚。这一办法的实施

使各车间、工段、各个岗位的职工都增强了提高质量

的责任感。1986、1987两年该厂产品质量 稳定提高，

综合合格率由1985年的60% 提高到 1986年的74.87% ，

全部产品废品率逐年下降，由1985年的29.2 % 下降到

1986年的25.13%。单主要产品棒式支柱绝缘 子（2SW ；

—110K W /400）减少废品损失24万元。由于实行了

奖金与质量指标挂钩的办法 ，我市地方预算内工业企

业废品损失由1985年的272万元下降到1987年 的 10.3
万元，因减少废品损失而增加利润261.7万元；因产品

质量升级增加利润 1 326万元。

为鼓励企业开发新产品， 我们制定了最佳产品设

计奖和新产品开发奖，并且在规定上实行奖罚对称的

办法。凡是企业的技职人员，研制开 发新产品，使产

品升级换代，打开了市场销 路 ， 提高 了市场覆盖率

的，给有功人员以 奖励。我们还要求纺织轻工行业每

年产品更新换代率最低要达到30% ，新产品产值要增

加20% 以上，如果达不到，老产品积压所形成的产品

削价损失一律不准减少盈利产品的销售利 润， 由企业

留利列支。1987年我市地方预算内工 业企业由于开发

新产品共增加利润1 261万元，占 当 年利润总额的31%
轻纺企业产品更新换代为60% 以上， 有的企业全部产

品都更新换代了。如抚顺造纸厂，由于主要原料木浆

提价等减收增支，使本来利润水平 就很低的老产品大

都成为亏损品种。为了改 变这种 状况，1986、1987两

年，他们共开发了卫生巾、 餐巾纸 、高强度贴面纸、

水砂原纸等10多种新产品，使企业利润大幅度增加，

1986年实现利润比 1985年增长了28.6 % ，1987年又有

进一步增长。

四、引导企业节约开支，从降低“两费”中求增收

几年来，我市企业的企业管理费和车间经费超支

情况比较严重，每年都以高于产值、实现利润的增长速

度递增。1986年我市地方预算内工业企业 “两费”增

加6 431万元，增长率为15.7% ，而同一时期产值仅增长

10.1% 。当然， “两费”增长有客观因素，如产量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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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了，折旧率提高了，工资 增长了，开支标准提高了

等等，但是，也不能否认主观上存在的问题，如机物

料消耗过高，低值易耗品消耗增加，执行有 关财务制

度和财经纪律不严格等等.在“ 双增双节”运动中，

我们针对 “两费”增加较多的情况 ，制定了一些约束

性措施。我们算了一笔帐， 如果我市地方预算内工业

企业 “两费”降低 1 % ，就可以增加利润484万元。因

此，我们规定，两费超支速度如果高于产值实现利润

增长速度，在承包以外，按超支额的一定比 例核增上

交任务。这个规定对企业产生很大的压力，许多企业

把降低 “两费”的工作真正提到生产经 营的议事日程

上， 制定了“双增双节”、 节约“ 两费” 开支的一系

列具体措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如抚 顺市机械厂从

年初就制定了降低“两费”10% 的目标，并把降低额

按企管费、车间经费的二级科目分解到各职能科室、

车间、辅助生产部门， 从 上 到下实 行层层包、层层

保，节约有奖、超支有罚。实施结果修理费下降15.5
万元，低值易耗品消耗下降17万元 ， 仓 库 经费下降

6.4万元，其他支出下降4.5万 元，合计降低43.4万元。

1987年，有22% 的地方 预算内工业企业“两费”总额

下降，还有40户企业“两费”中的可 变费用下降。机

械、建材、化工三个行业“两费” 中的可变费用实现

了全行业下降。

财政
论坛

略论紧缩的 财政政策

敖文超

财政政策是当今世界各国 普遍用于宏观调控经济

的重要手段，一般可以分为扩张的财政 政策和紧缩的

财政政策。一个国家 在 一 定 时期内 实施何种财政政

策，从根本上说，取决于社会总需求与社会 总供给平

衡的状况。如果社会总供给大于社会总需求，应实施

扩张的财政政策，即通过增加财政支出，减税，补贴

等措施刺激需求。反之，则应实施紧 缩的财政政策，

即通过发行公债，增加税收，减少补贴，压缩支出，

实现预算盈余等措施抑制需求。显然，从我国当前情

况来看，无疑应执行紧缩的财政政策。

首先，它是压缩“过热”空气的要求。空气“过

热”主要表现在需求膨胀。一是投资膨胀，二是消费

膨胀。双膨胀一方面从主观上反映了近几年某些方面

对建设急功近利，求胜心切，企望在短期内改变落后

面貌、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心理效应。另一方面从客

观上反映了国民收入超分配，建设规模与国力不相适

应，生活消费增长幅度 与生产发展不相适应，导致社

会经济生活紧张。因此，要把 “过 热”的空气冷却下

来，唯有实施紧缩的财政政策（银行货币 信贷政策暂

且不论），才能遏制住国民收入超分配的口子，将过

度的社会总需求拉回到社会总供给所能承受的水平，

保证建设和改革在一个适宜的 “ 温度”中顺畅进行。

其次，它是稳定经济的要求。当前，我国处在为

实现经济发展战略，走好第二步和加快改革，深化改

革的关键时刻，无论建设和改革都面临着十分艰巨而

复杂的任务，迫切需要一个稳定的经济环境，使建设

和改革相互适应，相互促进，协调发展。 然而，不容

忽视的是，当前国民经济中仍 然存在一些不稳定的因

素。如基本建设规模仍然过大，非生产性项目上得过

多，重复建设，盲目建设，产品质量低劣，不适销对

路，经济效益不高，物资 供应短缺，价格轮番上涨等

等，都直接或间接地使我们为建设和改革 事业所做出

的种种努力感到掣肘。实施紧缩的财政政策，把有限

的资金用于国家重点项目建设，进行技术改造和设备

更新，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优 化资源配置，改

善和增加供给，便有利于提高社会经济效益 ，稳定市

场物价，稳定经济，从而为建设和 改 革创造一个良好

宽松的经济和社会环境。

再次，它是克服财政困难的要求。这几年财政比

较拮据，既要支持经济建设，又要支持体制改革，财

政负荷很重，以致连年出现赤字。由于我国已把发行

国库券收入列入财政经常性收入，财 政赤字只能依靠中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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