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双增双节

“双增双节” 不停步  
力争更上一层楼

——宁波市 “双增双节”运动向纵深发展

郑 智

1987年宁波市委、市政府把开展“双增双节”运

动作为经济工作中的一件大事来抓，做了大量工作，

取得较好效果，1987年全市工 业总产值比上 年增长

14.5%；财政收入完成年预算收入的102.22% ，比上

年增长10.9%；财政支出比1986年降低13.9%，

在过去的一年里，宁波市开展“双增双节”运动

的主要经验是：

一、把工作重点放在企业上。一是抓适销对路产

品增产和新产品投产。1987年 1 至10月，全市投产的

新产品有221种，产值达3.3亿元；市区增产75种适销

对路产品，净增产值2.3亿元，增加利润3 500万元，二

是抓降低物质消耗， 1 至10月，全市列入考核的69项

消耗指标，比上年同期下降或持平的占65.2% .节约

物耗742.2万元，三是抓提高产品质量。1至10月，主

要工业产品质量稳定提高率达89% ，比1986年同期提

高 6 %，同期优质产品产值增长1.27倍。四是抓企业

扭亏增盈。到11月底，全市预算内亏 损企业已扭亏

56.3% ，前10个月，全市有411户乡 镇企业 摘掉亏损

帽子。五是抓技改项目竣工投产，已有14个重点技改

项目投产，占应投产项目的70%。六是抓清仓利库。
到1987年 9月底统计，市区工交 9 个局共清出积压商

品8 651万元，经处理后已搞活资金2 184万 元，提 高

了资金使用效果。
二、把“双增双节”与深化改革相结合，据统计，

宁波市已有80%的大中型国营工商企业实行了不同形

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这些企业核定的1987年上交利

润与1986年应交利润比，工业企业增长12.4% ，商业

企业增长14%。

三、大力组织收入，狠抓压缩支出。他 们将各项

财政收入任务全部落实到基层，不留缺口；各基层征

收单位普遍把完成收入任务与干部岗位责任制的考核

紧密结合起来，为了完成增收节支任务，他 们主要做

了以下几项工作：一是税收、财务检查做到常年思想

不松，机构不撤，人员不散。二是切实加强对个体户和

零散税源的征管工作，到1987年11月底.这两项收入

比上年同期增长47.8%，三是认真贯彻“三保三压”

方针，压缩基本建设投资2800万元，占原投资35%.
四是压缩非生产性开支。市级行政管理费中的公用经

费支出，比1986年有显著下降，五是加强预算外资金

管理，正确引导资金的使用方向。对全市未实行集中

管理的预算外资金进行了清理，并自10月16日起暂停

支付，有效地控制了基本建设投资规模和消费基金的

不合理增长。
根据中央关于深入持久地开展“双增双节”运动

的精神，宁波市财税部门在总结去年工作的基础上，

对1988年的“双增双节”运动又作出新的部署。
一、抓早抓紧落实“双增双节”指标.建立目标

考核制。根据国家确定的增收节支指标和本市经济发

展的要求，提出1988年 各经 济部门“双增双节”指

标，由市统一下达，作为年终考核工作实绩的依据。

各经济部门根据企业不同情况，层层分解 落实。指标

落实下去以后，年内要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检查，确

保各项“双增双节”任务的全面完成。
二、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在资金上、政策上

支持企业推进技术进步，调整产品结构，增产市场适

销产品和出口创汇产品，提高质量，降低消耗，压缩

亏损。

三、加强税收征管，减少跑、冒、滴、漏，（一）
严肃税收法纪，坚持以法治税。会同有关部门运用法

律手段维护国家税收的严肃性。（二）改进和完善税

收征管制度。在市区和城关镇范围内，试行以税种为

主的专业管理；实行检查与征管两条线管理；推行专

管员岗位轮换制；实现税收征管工作规范化。（三）

实行税收征管工作目标管理，（四）组建和完善护税

网络，（五）认真做好新税种的开征工作。

四、严格控制和压缩支出，节减行政事业经费，

根据量力而行、量入为出的原则安排预算，除保证人

员经费
、

物价补贴支出外，从紧从严控制支出。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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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除保续建项目外，年初不开新的项目，

五、深化企业改革，完善企业内 部经营机制。

（一）进一步推行和完善承包经营责任制，对1987年

暂缓承包的国营企业，区别情况，研究确定相应的承

包形式和办法；对已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的企业，把

工作重点放在完善企业内部经营机制上，帮助企业加

强基础工作，划小核算单位，尽快 落实内 部分级承

包，（二）积极推行工资总额与经济效益挂钩的办

法.大力推行计件工资制和定额工资制。
六、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逐步扩大预算外资金

专户存储统一管理的范围，引导和监督预算外资金使

用方向，控制消费基金 膨胀，控 制固定资产投资规

模，制止乱摊派现象。
七、根据财政改革的要求，扩大理财领域，开展

财政信用活动，按照城市发展功能的需要建立基金，

支持促进生产建设，提高资金使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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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紫阳同志在党的

十三大报告中指出：“实

现第二步奋斗目标.我

们有很多有利条件，也

存在不少困难和矛盾，

矛盾的焦点是经济活动

的效益太低。”中央决

定继续在全国广泛、深

入地开展增产节约、增

收节支运动，正是为扎

扎实实地提高经济效益

所采取的重 要 战略 措

施。1987年由于在全国

开展了“双增双节”运

动，企业经 济效 益 有

所提高，全国 预算内

国营工业企业，1987年

总产 值比1986年增 长

11.3%，销售收入增长

17.1%，实现利税增长

9.9%，上 交国家利税

增 长6.7%，但是，也

还存在一些问题，如全

国工业企业可比产品成

本比1986年上升，每百

元销售收入实现的利税

比1986年下降，一些企

业车间经费和企业管理

费比1986年 增 长， 等

等，因此，在“双增双

节”运动中进一步提高

经济效益的潜力仍然是

很大的。

怎 样在“双增 双

节”运动中进一步提高

经济效益呢？

首先，要结合深化改革来提高经济效益。当前，

改革主要是围绕转变企业经营机制这个中心环节。完

善的企业内部经营机制至少要有完备的动力系统、责

任系统、营运系统和制衡系统。我 们 要 把“双增双

节”的内涵注入这四个系统。无论是增产增收，还是

节约节支，都是在原来基础上的“增” 和“节”.就

是说都要跳起来才能摘桃子。企业内部经营机制中调

动职工积极性的动力系统，要以“双增双节”的目标

为目标，通过层层分解变成每个层次的干部和工人的

行为目标，并把这个目标作为考核依据，同职工个人

利益挂钩。这样，在企业职工中就会由于物质利益的

需要产生动力效应。“双增双节”目标的深入 落实还

会促进职工树立为国家为企业多做贡献的责任感和荣

誉感，从行为科学角度看，责任感和荣誉感是人们比

物质利益更崇高的需要，它所产生的动力效应比物质

利益产生的动力效应要大得多，更具有持久性，要围

绕“双增双节”目标建立起企业经营的责 任保 证系

统，通过这个责任系统使企业内部各部门、车间、班

组、岗位及个人做到事事责任明确，从而调动每个劳

动者为提高经济效益，实现“双增双节”目标尽职尽

责，减少和杜绝无人负责，互相推诿的现象。以厂长

负责制为龙头的企业营运系统，要围绕“双增双节”

目标开展经营管理活动，把企业经营机制运行的落脚

点放在提高经济效益、实现“双增双节” 目标上，并

努力打破常规，克服效率低的弊端，高效能地运转，

使企业经营机制的运行处于最佳状态。实行承包经营

责任制以后，企业承担了自负盈亏的重任，把“双增

双节”作为企业现实增盈的手段，将使“双增双节”

与经营者和职工的命运紧密联系起来，使他们自觉地

树立以厂荣我荣，厂损我损的主人翁精神，有了这种

精神，在企业留利和自有资金的分配和使用上，经营

者和职工就能很好权衡利弊，注重投入，认真考虑企

业后劲，正确处理眼前利益与企业发展利益的关系，

生产与消费的关系，抵制不利于提高经 济效益和“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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