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门、企业、车间、班组和个人。全省90%的企业，把

增加生产，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物耗，加速资金周转

和扭亏增盈指标纳入各种形式的经济承包责任制。如

博山电机厂，为了搞活企业，在企业内部对所属分厂、

车间下放了流动资金使用、发展资金支配、急用物资

采购、对外承 揽 加 工、内 部工人调配、行政干部任

命、机构设置、浮动工资分配、劳动定额修订、新产

品试制等12条权力；明确规定了保 证完成厂部下达的

指令性计划、产品质量、经济效益等10条责任；采取了

“独立经营，定额上交利 润” ， “独立核算，自负盈

亏，留利、 工资同效益挂钩”和 “费用包 干，节约提

成，超支罚款” 等 3 种不 同 的 分 配办 法。该厂各分

厂、车间对其内部也实行逐级承包，一级管一级，做

到层层、 人人、事事责 任明 确，权 力 适应，利益直

接，从上到下形成纵横交错，一环 扣一 环 的 责任网

络，促进了 “双增双节”运动的深入发展。

四、把 “双增双节”与实行扭亏首长负责制，完

善扭亏措施 结 合 起 来。首长负责制的特点是坚 持条

块结合，一级抓一级，一抓到底。山东省通过排队，选

择化工行业为扭亏重点，以总结经验带动全省。全省

化工行业实行了从省化工厅到市、地化工公司和企业

一条龙的扭亏增盈首长负责制，并在深入调查研究的

基础上制定了1987年全行业扭亏60 %的奋斗目标和相

应的扭亏措施。该省规定，凡当年扭亏为盈的企业，

除原核定的亏损指标照拨，盈利 全部留用外，第二年

和第三年实现的利润实行对半分成；对超计划亏损或

因经营管理不善发生的亏损，各级财政部门一律不予

补贴；对生产市场急需的适销产品，因设备落后而发

生亏损的企业所需的技术改造资 金，在 扭 亏期限内

（最长不超过三年），可将核定的亏 损指标，提前预

拨给企业，用于扭亏性技术改造，限期扭 亏；对少数

消耗高、亏损大的企业限期整顿，年底前仍不能扭亏

的，次年不再安排生产计划。山东省实行的 这些扭亏

措施，有力地调动了各级领导和企业的积极性， 1987

年 1 至 7 月全省化工企业扭亏幅度达85.6% 。

小 建 议
改进外债

管理的 建议

汪祖荫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是中央赋予实 行特殊政策、 灵活措施的省

份之一。近几年来，福建省 坚持对外开放 方 针，通过

多种渠道借 用 外债，兴建了一批项目，收到了一定成

效，加快 了经 济建设 的 步伐。但是，随之而来的是还

债 包袱背得很 重，今年开 始 ，将 陆 续 进 入还债高峰

期，五年内平均每 年要偿还8 000多万美 元。搞现代化

建设，有计划地 借用 外债，无疑是必要的，但要管得

好、 用得活 、 效益优。目前 存在的问题是：

1.债出 多门，缺 乏宏观的指导和管 理。省里各有

关部门，如省经委，银行、财政、外汇 管理局、投资企业

公 司，都参与外债管理，各有各的要求，各有 各的 口

径，这种 多元化的管理 方式，很 难从总 体上把握债 务

规 模，促进出口 创汇，实现计划指导 和宏观管理。
2.借、 用、还脱 节。在外债管理的各环 节中，往

往是借债的不 负责还债，还债的不 参与用债款。这种

责任 模糊、彼此脱 节的情 况，必然导致债务剧增，债

台高筑， 还债落不到实 处， 最终要由财政背下来，加

重财政 负担。
3 外债投向结 构不 合 理 。1979 至 1986 年，全省

用债额 4.96 亿 美 元， 其中 用 于直接生产的项目仅占

17.6% ， 而 用 于基础设施、进 口 原 辅材料和其他非生

产性项目的却高达82.4 %。虽然 ，一部分 基础设施和

工 业项目，有较好 的社 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但从总体

上看，许多用债项目属于内向型或进口 替代型，自 身

外汇不能平 衡，能 出口 创汇的更少，这就必然给今后

还债带来困 难。

针对以 上管理 中的问题 ，我建议：

1.尽快成立 一个集中的、有 权 威 的 外 债管理 机

构， 负责统筹计划和协 调全省 外债管理工作。
2.建立外债偿债基金。为 了避 免还债高峰到来时

给经济增长带来波动，在省一级 ， 应 当有计划 地筹措

一部分外汇，建立外债偿债 基金。具体管理工作，可

在外债管理 机构的统一领导下，由计划、财政部门共

同 负责，基金调度接受外 汇管理 局监督。
3.认真做 好 用债项目的评估工作。用债项目一定

要经过筛选、评价，避 免 出现“长官意志”.资金要集

中用于创汇和还债能力 强的项目 ，并 要抓 紧实施，尽

快开业投产， 发挥经 济效 益。另 外， 要加强检查监

督，切实防止把 宝 贵的外汇花 费在建造宾馆，进口 不

必要的消费品 或一时消 化不了的各种设备上，以 保证

合理、 节 约地用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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