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与管理
试行“医疗设备周转金”办法  促进卫生事业发展

辽宁省沈阳市财政局文教行政财务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市卫生医疗事业有

了较大的发展。但由于我市财力 有限，卫生事业遗留

问题较多，医疗设备陈旧落后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

的解决。为了合理使用财政资金，提高资金的使用效

果，解决医疗设备的更新改造资金不足问题，我们会

同市卫生局在反复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试行了“医疗

设备周转金办法”，从1983年下半年 开始，经过一年

多的实践，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

为什么要试行“医疗设备周转 金办法”呢？长期

以来，我市行政事业单位的房屋、设备更新改造没有

正常资金来源，主要靠行政、事业费解决，由于财政

资金供应与事业发展需要存在矛盾，不可能一下子拿

出更多的资金解决医疗设备更新问题，所以 医疗设备

陈旧落后，很不适应卫生医疗事业发展的需要。从我

市市属18所医院（ 7所综合医院，11所专科医院）的

设备条件看，大型多功能的医疗设备很少，全市没有

一台“C T”，各医院使用的X光机多数是四十、五十

年代产的200毫安至500毫安的，化验 设备仍停留在解

放初期的水平，至于监护装置、多项快速化验设备、

高压氧舱和较先进的扫描仪器几乎没 有。要 改 变 这

种落后的状况，需要大量的资金，如果都靠财政拨款

解决是不可能的。另外，过去在经费分配使用上都是

采取无偿拨 款给 医院， 由于经费使用与医院的经济

责任不挂钩，没有充分调动医院管好用好资金的积极

性。而一些医院又过分依赖国家补助，对经费的管理

使用缺乏责任感，有的医院不管是否急需，争相购置

设备，不讲经济效益，造成设备积压，没能把有限的

资金用到急需的地方。针对这些问题，我们自1983年

下半年开始，采取多渠道、多种形式筹措资金的办法，

对市属医院试行了有借有还的医疗设备周转金办法。

这个办法的具体内容是：凡参 加投资的医院均享

有借用资金的权力，如中途退出，其投资仍归还原单

位。“周转金”的来源，一是每 年从地方财力中安排

一部分，二是从市属医院两种收费增收的资金中提取

30% ，以投资的形式集 中 一 部 分。 “周转金”的使

用，以无息贷款形式，主要用于购置医 疗 和 科 研 急

需，诊疗上见效快、资金回收 期短、能取得明显的社

会效益和 经 济效益 的 国内外先进设备。借用 “周转

金”要签订合同，并由医院提出购置医 疗设备计划任

务书，审核计划任务书时，要考虑使用新设备的医院

在技术力量、房舍条件和短期内有无偿还能力，以及

技术设备达到国内外先进水平的程 度等因素，在此基

础上，按贷款程序办理借 款手续。批准借给的“周转

金” ，由医院用新购置设备投入使用后的收入分期偿

还，收入不足还款时，借款医院应从业务收入中筹款

如数归还。使用期限一般为一至二年，最长不超过三

年。按合同规定逾期不还者，按月加罚欠款额的20～

30%的罚金，以促进加速资金周转，发挥资金更大的

效益。

通过一年多的实践，我们感到实行“医疗设备周

转金”办法，有以下几点好处：

一、有利于搞活财政资金，少花钱，多办事，有

利于加速医疗设备的更新改造，改善医疗条件。实行

“周转金”办法，把国家资金与医院自有资金结合起

来使用，可以发挥更大的效益，分期分批有重点地购

置一些过去想购置而苦于没有资金购置不了的先进大

型医疗设备。一年多来，我市利用“周转金”先后订

购了国内外先进大型医疗设备如 大型多功能X光机、

“B超”显像仪等46台（件），其中12 台（件）填补

了我市医疗设备的空白。如市第七人民医院1984年借

用 “周转金”30万元，自筹29万元，从日本进口一台

800毫安的大型多功能X光机。今年二月投入使用后，

效果十分显著。过去一台老式的200毫安的 X光机，平

均每天仅能做胃透检查五、六人，现在 使用新的多功

能大型X光机， 平均 每天可以做胃透检查十二、三人 。

功效提高一倍多，而且对胃肠等 疑难病诊断及时、准

确，深受医院和患者的欢迎。
二、有利于调动医院的积极性，提高 设 备 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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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设备购置费由无偿拨给改为有偿借给后，医院要

分期归还借款，因此增加了医院的经济责任感，避免

了盲目购进设备，并促使医院加强对设备的保养使用

管理，提高了设备利用率。

三、有利于提高医疗质量，减轻患者痛苦，增加

经济收入。利用“周转金”购置的先进大型设备应用

于临床，不仅工作效率提高，诊断准确，而且大大提

高了临床诊断和治疗质量，减轻了患者痛苦和经济负

担。由于设备利用率高，也相应增加了医院的经济收

入，促进了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如市妇婴医院从日

本进口的“B超”显像仪，一年 来共做检查一万多人

次，收入9.9万多元。市中心医院从美国进口的动态

心电图机，一年来共做检查 840多人次，收入 6万多

元。其它投入临床使用的设备也都取得了相应的经济

收入。

扭亏增盈

提 高 经 济 效 益  实 现 扭 亏 增 盈

财政部商贸司综合处

沈阳市第一粮 库曾 是粮 食企 业中的一个亏损大

户。1984年，这个粮 库狠抓扭亏增盈，取得了显著效

果：商业亏损比上年减少9.97% ，减亏98万元；万斤粮

油经营费用24.82元，比 上年降 低 3 %；工业利润完

成634万元，比上 年增加312万元；工商盈 亏相抵净亏

250万元，比上年减少450万元，减 亏64.3% ，创本企

业经济效益历史最好水平。

一、加强领导，坚定扭亏信心

1984年年初上级下达给粮库的计划指标为工商盈

亏相抵净亏损516万元，比上年下降26.34% ，其中工

业利润460万元，比上年增长168 %。面对这一艰巨任

务，为了变压力为动力，党委多次召开 干部和职工会

议，学习贯彻中央经济工作座谈会关于基本消灭经营

性亏损，政策 性 亏 损 减少20%的要求，引导职工认

清粮库不仅要确保储粮安全，满足军需民用，而且应

当大力增收节支，提高经济效益，把各项费用和粮油

损失降到最低限度。要尽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扭转

过去那种靠政策性亏损吃“补贴饭”，靠行业特殊吃

“照顾饭”，靠统收统支吃“大锅饭”的局面。库和

基层单位两级班子、各职能科室都把扭亏增盈工作纳

入重要议事日程。库成立了扭亏增盈领导小组，由库

主任任组长，坚持做到有计划、有布置、有检查、有

总结。政工部门也把扭亏增盈作为自己份内的事，配

合业务部门做好宣传鼓动工作。他们还把原来的库整

顿办公室改为企管办公室，配备得力的干部，加强组

织领导，定期检查各项经济指标完成情况，及时解决

经营管理中出现的问题。

二、落实承包，严格经济责任制

过去，这个粮库每年年初 把所 属基 层单位召集

来，将市局下达的经济指标分配下去就算了事。由于

测算不细，挖潜不足，措施不力，致使一些指标常常

落空。1984年，他们在落实计划指标时，狠抓了一个

“细”字，将指标逐项分解 落实，库向市局、基层单

位向库别分立了经济责任状，逐级实行承包.
大米车间为了落实完 成190万元的利润指标，根

据水稻质量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需要，运用价值工

程原理，在精加工、细加工上做文章，经上级同意，

增加了标一大米和特制大米的加工、减少了标二大米

的加工，全年增加利润70万元。同时，标一、标二大米

的出米率也分别提高0。1%、1.02% ，吨米成本分别比

计划降低14%、5.3%。而且，这个 车间通 过改进工

艺，日产量提高了 7 % ，全年增产近万吨，又增加利

润36万元，产品出厂的合格率也达到了100%。到去年

8 月末，这个 车间就完成 了利润198万元，提前 4 个

月实现了全年利润指标。到年末完成利润318.8万元，

超计划67.8%。面粉车间利 用设备大 修期间进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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