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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乡镇企业发展  为财政增收增添后劲

——关于沔阳县财税部门扶持乡镇企业的调查

湖 北 省 财 政厅
荆 州地 区财税局

联 合调查组

湖北省沔阳县地 处富饶的江汉平原，是 全 国有名

的 商品 粮、商品 鱼基地县之一。党 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 来，这个县的经济结 构和产 业 结 构 发生 了 深刻的 变

化，乡镇企业蓬勃发展，成为该 县 各项建设的重要生

力军和地 方财政的 可靠财 源。1984年全县 乡、镇、村、

组、 户五 个层次的 企业 有5，078户，从业人员达83，444

人，年产值34，642万 元；乡、镇两级 企业 交 纳的税金

达797万元，占 全县工 商税的 32.2%。与1978年比较，

产值增加3.48倍 ，销售收入增加2.02倍，税金增加1.94

倍。现 在，沔阳 县的 乡镇企业出现 了乡、 镇、村、组、

户五个层次 一起上，千家万户 办 企业 的 新局面。

几年来，在县委、县 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沔阳县

财税部门把 大力促进 乡镇企业发展， 增 强财政收 入 后

劲，作为财政工作的一项 重要任 务，做 了 大量工作，

取得了显著效果。实践使他们逐步认 识 到，发展 乡镇

企业是全县经济工作的一个主攻方向，也是县 财 税部

门的重要任 务。 无论是从促进工 农业 总产 值翻番，改

善经济结 构和产业结 构，实 现 良性循环，缩 小城 乡差

别来看，还是从开辟财源，实现 财政收 入 稳步增长，

保证财政收 支平衡来看，都 必 须把帮助 发展 乡镇企业

的工作摆到重要的 位 置上。在这一指导思想下，他们

帮助 乡镇企业 发展采取的基本 做 法 是 “五 抓五促”：

（一）抓调整，促进乡镇企业的行业布局、产品

结构和经营方式更趋合理。1979年 以 来，县财税部门

根据调整国民经济的 方 针；配合主管部门，对全县 乡

镇企业进行了调查，发现过去 在 “围绕农业办工 业”

的方针指导下办起来的 企业，行业结 构 很不合理。全

县312户 乡镇企业中，有 197户 是 农机厂，其中原材料

有来源、 产品 有销路、 生产任 务饱满的 只 有34户，仅

占总数的 17%。通过调查使他 们 认 识到，财税部门帮

助 乡镇企业 发展的重点应该是，在产业 结 构 调整上当

好参谋，特别要抓好 产品 结构的调整， 大力发展轻纺

工 业、建材工 业和 为大工业协作配套 的 加工 业，突破

“就 地取材、就地加工、 就地 销 售”的 框框，广 开生

产门路。杨林尾财 税 所，针对农具厂产品 滞销、生产

无门路的情况，派出 了两 位 同志 帮助 该厂搞调整，分

析市场行情，建议他们改产童车，并且 及 时 扶持该厂

4.4万元的周转金购置生产 设 备，使 新 产品打入 了省

内外市场。目前该厂生产的童车在轻工 业 部定 点生产

的 全国18户 企业评比中，产品 质 量 获得第 7 名 ， 畅销

全国 18个 省、 市。

沔阳县财税部门在扶持 乡镇企业发 展 中，十 分注

意从宏观 角度促进企业的行业 布 局、 产品 方向更加合

理。凡有利于开发本 地 资源、 有利于农副产品 转化增

值、有利于联合协作和占领市场的 ，他们都积极 支持，

热情帮助。1984年，他们重点扶持了110户 乡镇企业，

使这些企业增加产值2，197万 元，增加利润45.7万元，

增加税金187.2万 元。他们 对 那些重复 办 厂、 盲目 发

展、 消耗高、质量差、 产品 无销路 、 经济效 益很 差的

企业，则不搞保护 落后的政策。这 几年，在他们的建

议下，经过有关部门研 究决 定，关停并转 了 一批企业，

从而推动 了 乡镇企业健康发展。

（二）抓技术，帮助乡镇企业引进技术、 设备和

人才，以科技进步来推动生产发展。乡镇 企业普遍存

在着技术落后，生 产 工 艺简单，设备陈旧 ，人才贫乏

的情况。据统计，全县 乡、镇 两 级 企业一般技术人员

只占 1.44% ，取得技术职称的只占0.2 %。县财税部门

认为，乡镇企业能否找到生产门 路 ，能否使自己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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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在市场上立 于不 败之地，能否使企业经济效益有较

大提高，关键在于能否 用先 进的 技 术 装 备企业。因

此，他们积极推动 乡镇企业由生产型向科研 生 产经营

型转化，把引进科学技术、 设备和 人 才放到最重要的

位置上来。鼓励 企业抓引进，抓培训，抓 信 息。支持

乡镇企业起用能人，采用派 出 去、 请进来等方式大批

地培训技术人员。几年来，全县先后从 北 京、上海、武

汉 等地聘请各类技术人员800多名，仅 1984年就聘请 4

位教授和 160多名工程技术人员来县指导。乡镇企业还

与15所 大专院校和23个科研单位 挂 钩，得到40多项科

研成果和生产技术。他们还积极主动 地 帮助 企业解决

引进国内外先进 生 产技术和设备所急需的资金。如 张

沟人造毛皮厂从上海纺织科学院搞到 生 产技 术后，决

定上中高档毛皮，县财税部 门 经过调查后 ，扶持该厂

20万元周转金，帮助 企业引进了 国 外 先 进 的 生 产设

备。这个厂 1984年创产值301万 元，实现 利润59.4万元，

成为全县 乡镇企业中盈利 水 平最高的厂。 1985年财税

部门又 帮助这个厂 解决外汇资金不足 的 困难，进口 电

子提花机，生产中、 高档的仿兽毛皮，提高产品 竞争

能力。

（三）抓政策，促进乡镇企业在正确处理国家、

企业、个人三者关系的基础上增强自身发展的能力。

这个县的财税 部 门为了促 进 乡镇企业的 发展，他们在

国家财政税收政策允许的 范 围内，坚持宽严 结 合的方

针，采取了一些优惠措施 ，增强 了企业的 活 力，税收

也随之不断增加。

（四）抓资金，解决企业发展生产的资金困难。

发展 乡镇企业，资金缺 乏 是一个比 较突出的矛盾。沔

阳县财税部门认 为，仅依靠有限的 财 政周转金是远远

不能解决问题的，必须帮助 乡镇企业走自 力 更 生为主

的道路。现在，农村闲散资金不 少，农民集资办 企业

的积极性很 高，完全可以 把这些资金利 用 来 发展 乡镇

企业，沔阳县的 乡镇企业除 财 政 扶持、 银行贷款以

外，主要采取了四 种形式筹集资金。一是带 资 进厂；

二是村与村联合办厂，合资经营；三 是 与外县、外省

联合办企业；四 是向 村借 用 集体资金。通过以 上四 种

形式共 集资3，100多万元，解决 了 一部分新建企业的资

金困难。
为 了 帮助 乡镇企业增强自我改造和自 我发 展的能

力 ，县 财税部门通过调查研究，针 对 一些部门对企业

税后利润提留过多和企业对 留 成资金使 用 不 当 的问

题，制定了企业 税 后利润分配办法，规 定上交部分不

得超过30% ，新办 企业三年内不上 交 提 留。企业留成

部分，以 50～55% 补充流动 资 金，30～35 % 作为更新

改造基金，其 余作福利 奖励 基金。以 后，又进一步作

出了上 交 提 留部分必须以 70% 返还企业 发展生产的 决

定。

县财税部门在帮助 乡镇企业抓好筹集和 使 用资金

的同时，注意改进财 政周转金的分配、 管理 办 法，提

高资金使 用效果。随着乡镇 企 业的 发展和挖革改的进

行，要求财税部门给 予 资金扶持的单位越来越多，资

金的供求矛盾十分突出。过去，他 们 对 资 金 分 配是

“麻纷 细 雨到 处撒”，效 益很 差。周转金放下去收不

回 来，活 钱 变成了死钱。针对这种 情 况，他们改进了

分配管理 办法，一是按 照“择优、 效益、 信 用”的 原

则分配资金，做到了重点扶持，重点使 用，保证效益；

二 是采取县 乡两级 管理，两级 发 放，实行合同制、 责

任 制、有偿占用制。实践证明，这是一种 好 办法；现

在，全县 用于扶持乡镇企 业 的财政周转基金共 有 880

多万 元，资金投放回 收率达34.3%。

（五）抓管理，促进乡镇企业在改善经营管理、

提高经济效益方面有新的突破。

第一，统 一财务规章制度，培训财 会 人员。 乡镇

企业在开办时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一般都比较混乱。

县财政局通过调查研 究 起草了财务制度和会计制度。

由县人民政府批转全县执行，使 企 业有章可循。为了

培训一支懂业务的 乡镇 企 业财会队伍，他们 又配合主

管部门分期分批地进行财会业务培训，培训人员1，995

人次。

第二 ，抓典型，总结推广 先进经验，提 高 企业管

理 水平。县财政局在抓 乡镇企业 的 财务管理过程中，

注意发现和培养经营管 理 搞得好、盈利 水 平 高的典

型，及时总结推广他们的经验。

第三，开展企业经营活 动分析，为企业 指 出努力

方向。如 1980年沙湖镇 乡镇企业的生 产 形势很好，实

现利润比上年增长2.6倍，但是，沙湖财税所的同志通

过经营活 动分析发现企业存在 两 个问题，一是新增固

定资产太多，二 是 负债不断增加。他 们 及 时 提出建

议 ，得到原公社党委的 好 评，这些建议实施后产生了

较好的 经济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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