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有收 入保证的支出一起涌到市场上，就不能

不引起物资紧缺和市场紧张，这就 不 可 避 免

地要出现物价上涨，冲击计划经济，引起不良

的后果。当然，在某些年份为了生产建设的需

要，国家预 算出现一点赤字，争取在预算执行

中努力增收 节支来弥补，也是容许的。但如 果

长期发生数额较大的赤字，或者大家都来打赤

字预算，就很危险。有的同志弄不清楚这个道

理，甚至有个别同志把量力而行、量入 为出说

成是“小 农经济的封建保守观念”，这显然是

不对的。

坚持财政收 支平衡，不是我们谋求的最终

目的，而是加 快社会生产力发 展 的 方 法和手

段。到二十世纪末，我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

标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

全国工 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围绕这个总目

标，财政资金的分配和运用既要 坚 持 量 力 而

行，又要做到尽力 而 为。我 们不论 办什么事

情，都要考虑财力的承受 能力，坚 持 实 事求

是，稳步前进的方针。一哄 而起，一拥而上，

超越客观可能去做 力所 不 及 的 事，就是办好

事，也会适得其反。

动态黑 龙 江 省 财 政 部 门

改进理财之道取得明显效果

近几年来，黑龙江省各级财政部门不断克服过去

重聚财不重生财、只顾投入不顾产出的现象，努力把工

作着眼点转到支持生产、培植 财源、提高效益上来。据

统计，1980年至1984年的 5 年内，该省各级财政直接和

间接用于发展生产的资金累计达四、五十亿元。同时，

他们还在搞活经济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性措施，

促进 了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和财政收入的连年大幅度

增长。近 5 年来，在财力不断分散、企业财权不断扩大

的情 况下，该省财政收入平均每年仍增长10% 以上，

超过了同期工农业生产的增长速度，并做到了连续五

年财政收 支平衡，略有结余。他们采取的主要措施是：

一、对盈利大户，看准了就积极扶持，大胆投

入。他们认为，“欲取先予”是上策，看准的事情要

舍得花大钱，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大财源。1981年以

来，他们先后向黑龙江涤纶厂投放挖潜、革新、改造

资金6，000万元，大大提高了这个厂的生产 能力。这

个厂1984年实现 税利3，000多万元，比 上年增长两倍

多，1985年税利将达到5，000万元。

二、对亏损大户，提前拨补亏损，搞技术改造。

近几年内，全省对 一 些 亏 损企业实行了提 前拨 补

亏损搞技术 改 造 的特殊办法，收到了较好效果
。

例

如，从1980年以来，他们对西林钢铁厂和黑龙江化工

厂两个亏损大户，提前拨补亏损和增拨技术改造资金

共1.2亿多元，扶持企业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技术改造，

提高了企业的 生产 能 力和经济效益。这两户企业到

1984年已经扭亏为盈。他们认为，用这种办法使企业

起死回生，必须是有计划、有选择、有条件 地进行，

否则，达不到目的。另外，对生产 经营上暂时有困 难

的企 业，还 在 财 政、税收上适当给予放宽政策的照

顾，增强了这类企业扭亏为盈的能力。

三、对预算外企业，开展了运用预算外间歇资金

搞技术改造的工作。近几年来，他们 在不改变资金所

有权的前提下，集中预算外企业的一部分税后利润和

部门的间歇资金用于技术 改 造，累计有3，000万元以

上。这样把零钱变整钱，整钱用 到刀刃 上，不 仅 体

现了管和用的统一，而且聚财得法，用财得当，达到

了生财的目的。

四、从发展经济入手，帮助靠财政补贴的市县改

变落后面貌。从1981年开始，他们采取积极措施，帮助

一些市县解决财政自给水平低、靠省补贴过日子的问

题。1983年，又从准备用于补贴市县的钱中拿出1，700

多万元，帮助一些市县上了几十个投资少、收益大、

见效快的项目，把补贴的形式由给“鸡蛋”变为给 “母

鸡”，把补赤字的“死钱”变为开财源的“活钱”。

五、建立各种专项基金，实行有偿无息、滚存使

用。近几年来，他们试行了部分财政资金由无偿使用

变有偿使用的办法。到1984年，全省累计 发放财政支

农周转金 1 亿多元。另外，还建立了支持技术改造、

扩大科技成果、应用电子技术和发展“少、边、穷”

地区经济等专项基金，这样，既提高 了财政资 金的

使用效果，又增加了财政用于重点方面的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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