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双增双节

企业增产配套
成龙效益高

——上海市财税三分局

促产又有新招数

上海市财政局增收 节支办公 室

从1986年下半年起，国内化工行业出现 “销售奇

好，原料奇缺”的局面，上海化工行业尤为突出。由

于化工产品具有配套性强和生产链状结构的特点，基

础原料出现短缺，势必影响到一系列后序产品的生产

和大批企业的经济效益。基此情 况上海市财税三分局

在开展‘双增双节’运动中，加强调查研究，敢于探索，

改以往就户促产的老办法为；围绕 主要紧俏产品，在

一个行业，甚至跨行业、 跨系统。从生产 原料到加工

产品，平衡协调组织“一 条龙”增产。如本市化工、

轻工等部分企业增产塑料 制品受到原料——聚氯乙烯

供应的制约，而聚氯乙烯增产 又受到原料——电石供

应的限制。为此，三分局在调查测算的基础上，提出焦

炭——电石——聚 氯乙烯——电缆料——塑料制品的

“一条龙”增产方案：由上海吴淞化工厂增产计划外电

石2 500吨供应上海天原化工厂，以加工增产聚氯乙烯

2 000吨，天原化工厂再 将 增产 的一部分聚氯乙烯给

上海化工厂增产电缆料粒子，以 满足上海电缆厂生产

之需，另一部分供应二轻局塑料行业，以增产塑料制

品。在企业主管部门配合下，经过多次、多方面的平

衡协调，这一方案已付诸实施，预计可增加产值3 072

万元，增加财政收入633万元（不包括上海电缆厂）。
在这项工作中，三分局的主要做法是：

1.运用财政特定目标 奖。抓 “龙头”原料增产。
三分局在财源调查过程中，通过对企业供、产、 销等

经济信息的综合分析，找出矛盾所在，然后抓住 “龙

头”原料，运用财政特定目标奖，促进原料生产企业

增产，从而保证后道深加工 企 业的增产的原料需要。
如吴 淞 化工 厂，生产电石利润低，劳动强度又大，企

业不愿增产。三分局对该企业实行财政特定目标奖，

实现超产目标。由地方机动财力每吨奖励30元，从而

提高了企业增产积极性，达到一户增产带动一批企业

增产增收的效果。

2.协调平衡，汇集成龙。三分局根据化工生产特

点，从解决最终产品增产问题着眼，追朔到最初原料

生产企业，经过协调平衡，汇集串连等工作使有关企

业结成相互衔接的增产 “一条龙”，并将这些企业计

划外增产的品种名称，供应数量，供应流向及供应时

间等用合同或协议形式，由有关企业、厂 长和财税部

门签约认可，以保证“一条龙”增产方案的实施。

3.帮助企业抓好内部分解落实增产 措施。合同签

订后，三分局就会同各企业将合同内容纳入企业 “双

增双节”及承包经营责任制的目标，并帮助企业将目

标层层分解落实，切实保 证按“一条龙”增产目标的

要求来实现增产。同时，在实施过程中，继续协调解

决新出现的矛盾。

继电石“一条龙”增产方案实施后，三分局又连

续帮助有关企业结成工业艿、苯干、氯气、氯磺酸、

烧碱、硫酸等六条增产“龙”，预计这六 条增产 “龙”

可以增加产值8 000万元，增加财政收入1 500万元。

简讯
淮海经济区综合

财政信息联席会

在江苏徐州召开

为推动综合财政工作的开展，淮海经济区综合财

政信息联席会于 9 月 6 日至 8 日 在江苏 省 徐州 市召

开。出席这次会议的有淮海经 济区17个地、市财政局

和部分县财政局的同志，共60余人。
会议肯定了各地对行政事业单位的预算外资金实

行专户储存的做法，交流了各地利用专户储存中沉淀

资金支持当地生产建设的经验；讨论了如何有效地对

国营企业预算外资金实行“计划管理，政策引导”。

会上一些地、市的代表还介绍了他们管好国营企业预

算外资金的做法，并提出了一些新的设想。
会议决定成立 “淮海经济 区 综 合 财政联合促进

会”，并制定通过了组织章程，选出了第一届理事长

和副理事长。  （姜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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