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鼓励有条件的事业单位实行企业化管理。十堰

市从实际出发，对市一招、建筑设计院等11个有条件

的事业单位实行了 “独立 核 算、自负盈 亏”的企业

化管理，促进这些 单 位改 善经营管理，加强成本核

算，广开生产门路，提高服务质量和经费自给水平，

减少国家财政补贴，逐渐办成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
上半年，实现纯收入79万元，减少财政补贴357万元。
如建筑设计院上半年实现纯收入近 5 万元，减少财政

补贴12万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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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增双节”成效大

浙江省宁波市财政税 务局

今年以来，我市积极开展增 产节约、增收节支运

动，已经收到了初步成效。工业生产保持了稳定增长

的势头。在电力和原材料供应紧张的情况下，全市 1

至6月份累计完成工业总产值57.65亿元，比上年同期

增长26.4%。市场活跃，商品 销售继续扩大， 1 至 5

月份全市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14亿元，比上年同期增

长20.4%。企业经济效益有所改善，全市预算内国营

工业企业 1 至 6 月销售利润率为8.49%，比上年同期

增加0.43个百分点；全市预算内国营商业企业，1 至

5 月份销售利润率提高0.16个百分点，资金周转天数

加快4.9天。财政收入增长，财政支出有所控制，1 至 6

月份，全市财政收入累计完成全年预算数的53.3% ，

比上年同期增长11.5% ，地方财政支出比上年同期下

降15.1%。
我市开展“双增双节”运动的主要做法是：

一、制订目标，落实措施，把“双增双节”的重

点放在企业。

企业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增产节约的潜力主要

在企业。所以，开展双增双节必须把重点放在企业。为

此，我们在给企业提出今年“双增双节”奋斗目标的

基础上，积极落实各项措施，着重 抓了五个方面的工

作。

一是抓增产适销对路和出口创汇产品。各地，各企

业根据国内外市场需要，对现有产品进行分类排队，

提出促产、限产的措施，积极调整了产业结构和产品

结构。市经委在三月初对市区81个企业的74个适销对

路产品逐一下 达了 增 产 增收 计划，财政、银行、电

力、交通等部门在资金、能源、运 输等方面积极予以

支持，各企业也加强自销力量，努力开辟新的市场，

收到了明显的效果。 1 至 5 月，这74种适 销对路产品

净增产值11 440万元。

二是抓降低物质消耗。财税部门会同有关单位，

在29户全民工交企业中 实行原 材 料、能源节约奖办

法，审核下达了300多项 考核定额，并对企业内部财

务核算和计量工作提出了改进意见，促进了企业降低

物质消耗，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1 至 5 月份市经委系

统考核的26种产品60个消耗指标，比 去年同期下降和

持平的有36个，节约消耗价值276万元。

三是抓提高产品质量。市经委今年下 达 计划要求

产品质量稳定提高率达到85%以 上。为此，不少企业

在“双增双节”中把提高产品质量放到十分重要的位

置，有的企业采 用 新 技 术、 新工艺，有的还建立了

Q C小组保证体系，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1 至 5 月份，

全市主要工业产品质量稳定提高率达到82.6% ，比上

年同期提高3.5%。
四是抓乡镇企业扭亏为盈。1986年全市共有2 523

户乡镇企业发生亏损，亏损金额共达3 474万元。对此，

各级乡镇企业主管 部门在“双增双节”运动中重视抓

亏损企业的扭亏转盈工作。如鄞县、慈溪等有关主管

部门，对亏损企业进行逐个调查研究，分类排队，帮助

企业调整产品结构，建立财务制 度，同 时 在成本 核

算、降低消耗等方面完善了经济责任制，使亏损企业

逐步扭亏为盈。到 5 月底止，全市已有581 家乡 镇 企

业摘掉了亏损帽子，共减少亏损2 148万元。
五是抓技改项目竣工投产。今年我市共有20项重

点技改项目，竣工投产后一 年可新增产值4.38亿元，

创利1.12亿元，创汇和节汇1 217万美元。针对这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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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各有关部门从资金、电力、工程建设等方面给予

大力支持，以期及早竣工投产，迅速见效。我局于一月

份对在江东机械小区内的部分技改项目进行了专题调

查，发现一些项目由于用电、资金等无着落，损失浪费

严重，向市府及有关部门进行反映，引起了重视，促

进了问题的及时解决。到目前，这20项重点技改项目

已有14项全部投产或部分投产，开始发挥经济效益。

二、积极稳妥，认真探索，把 “双增双节”同深

化企业改革结合起来。

“双增双节”和深化企业改革，是互相推动、互

相促进的。为此，我 们围绕着落实“双增双节”的目

标和任务，在总结前几年企业改革经验的基础上，把

推行各种形式的经营责任制，作为深化改革，搞活企

业的重点。主要抓了以下几个方面

一 是 落实 企业各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根据市

委、市府关于今年落实 经 济责任制要抓早抓紧的要

求，年初我局就会同有关部门对电子、纺织、机械、

化工、轻工等系统的160家工业企业实 行了上交税利

与工资总额挂钩、利奖挂钩、工利挂钩、产量与工资

总额挂钩等八种经济责任制挂钩形式，进一步完善了

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该项工作在今年三月底基本

结束，比去年提前了一个多月。

二是积极探索企业所有权同经营 权分离的路子。
首先，对国营大中型和部分大集体骨干企业在实行第

二步利改税基础上，实行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目前，

已有30家大中型企业和集体骨干企业要求第一批实行

承包，占实行承包对象总数的27%。现在，洗衣机总

厂、外轮运输公司、对外供应公司 3 个企业，市供销

社所属 7个公司已正式同我局签订了承包合同。部分

县（市）也参照试行了这一办法，余姚市财税局已对

23户企业实行了目标利润承包制，效果较好，预计全

年可超目标利润的25%。其次，我们 会同有关部门选

择因经营管理不善导致微利或濒临亏损的 3 户国营小

型商业企业和18户集体商业企业作为租赁制试点，参

与了出租方案的拟订，对企业现有的资产
、

债权债务

进行清理列册；对租赁合同中有关租金、保险金、风

险金数额、利益分配等事项逐项审核。

三、狠抓收入，压缩支出、把“双增双节”作为

平衡财政预算的主要途径。

“双增双节”运动开展以来，我 市各级财税部门

在积极支持和促进企业增产节约的同时，采取了不少

切实有效的措施，一手抓收入，一手压支出，为积极

平衡今年财政收支进行了紧张的工作。

一是加强税收管理，大力组织财政收入。为了保

障税收政策法令的贯彻实施，确保国家财政收入，今

年以来，我们按照《 税收 征收 管 理暂行条例》 的规

定，对市区8 500多户各种经济性质的企业重新审核换

发了税务登记证，对国营、大集体工商企业全面修订

了纳税鉴定。加强了重点税利大户的管理。对年缴纳

税 收 在100万元以上。占市区财政收入60.4%的81户

国营、大集体工业企业建立按月调查统计制度，及时

记载经济财务指标执行和税收缴纳情况，定期分析研

究，指导征收，加强管理。与此同时，加 强对 个体

户、集贸市场零散税源的控管工作，今年前五个月全

市征收这两项税收3 500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55%。

经常性的税收稽管工作也有了进一步加强。结合日常

征收和期季性征收，开展各种税收财务检查，截止 5

月底，全市已入库查补税 款896万元。4 月份，国务

院发布《 关于严肃税收法纪加强 税收 工 作的决定》

后，我们一方面运用多种宣传工具，比较广泛深入地

进行宣传活动，使依法治税的观念深入人心。另一方

面，具体贯彻落实《 决定》 精神。内部着重清理超越

管理权限、违反税法或与税法相抵触的规定。外部于

4 月底部署各企业开展纳税自查，税干重点检查。 5

—— 6 月份仅市区税干重点检查64户，就查补税款111

万元。

二是坚决贯彻“三保三压”方针，压缩和调整固

定资产投资规模。把原由市机动财力安排的建设投资

4 128万元，压缩为2 128万元；同时压缩城市维护建设

税安排的建设项目投资800万元，两项合计压减 2 800

万元，占原投资的35%。其中有新安排的市级机关办公

用房、市体育馆等11个项目，压缩下来的1 000余万元资

金用于栎社机场重点建设工程。各县（市、区）财政

也分别按“三 保 三 压”的精 神，作了不同程度的压

缩。
三是厉行节约，紧缩非生产性开支。为了把行政

事业单位的公用经费坚决压下来，我们要求今年行政

事业单位的公务费节约15% ，压缩的重点是会议费、差

旅费，同时要严格控制新增机构和人员，严格控制非

生产性设备购置等。为了使这一节支指标落到实处，我

们在下拨经费时予以 扣抵，以促进各单位增收节支。
许多单位根据今年已压缩的支出预算，制订了具体增

收节支措施，还 普 遍对 会议费、印刷费、设备购置

费、水电费、差旅费等建立了各种形式的包干制度，

使勤俭办一切事业的优良传统开始得到恢复和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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