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财广场

增加投入  强化管理  
全力促进农垦企业扭亏增盈

湖北省财政厅

“八五”期间，我省财政部门在支持农垦企业经济

发展方面，以狠抓扭亏增盈为突破口，加大了投入力

度，调整了投资方向，强化了财务管理，理顺了分配关

系，从而使农垦企业产业结构渐趋合理、整体效益不断

提高、经济实力大幅度增加，各项建设事业获得长足进

展。据统计，我省垦区 1995 年国民生产总值（按 1990 年

不变价计算，下同）达到 32亿元、实现利润达 19 970万

元、上交税金达 18 300 万元，分别比 1990 年增长

121% 、269.86% 和 177.76% 。从扭亏增盈情况看，1995

年全省农垦盈利企业盈利额为 22 430 万元，比 1990 年

增长 177.87% ，盈利面由 1990 年的 77.4% 上升到

81.5 % ；亏损企业亏损额为 2 460万元，比 1990 年降低

113.2% ，亏损面也由 1990年的 22.6% 降到 18.5% 。

一、多方筹措资金，增加农垦企业投入总量

“八五”期间，我省财政部门为了使支持农垦企业

发展的各项政策落到实处，切实有效地增加投入，采取

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具体措施：
（一）贯彻落实《农业法》，把支持农垦企业扭亏增

盈放在财政支农工作的重要位置，确保预算内的财政

投入稳定增长。“八五”期间，省级财政对农垦企业无偿

投入总量累计达 1.9亿元，每年递增 11 %。比我省同期

经常性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 14.8 % 高出 2 个百分点。
（二）扩大财政支农周转金的投入规模，加速财政

信用资金的有效营运。1995 年省级财政支持农垦企业

发展，当年投放的周转金比 1990 年增长 15 %。“八五”

较“七五”增长 65% 。
（三）采取得力措施，制定优惠政策，使农垦企业形

成“资金洼地”，从而有效地吸引社会各类资金投入：一

是通过财政贴息的办法引导金融机构增加对农垦企业

的贷款；二是发挥财政资金的辐射和导向功能，吸引农

垦企业、家庭农场增加自我发展投入；三是支持农垦系

统采取合作基金会、股份集资、利用外资等方式，拓展融

资渠道，壮大投入实力。
（四）支持农垦企业建立和发展内部资金结算中心，

提高资金调剂能力。“八五”期间，农垦行业 12 家结算中

心累计调剂资金 50亿元。1995 年融资达 1.5亿元，当

年盈利 1 800万元。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企业间资金的

供求矛盾。

二、优化资金投向，调整企业经济格局

“八五”期间，针对农垦企业经济活动较粗放、经济

结构不尽合理、经济增长偏重于速度增长等突出问题，

我们在发展取向上，牢固树立效益至上、效益为本的意

识，逐步帮助企业建立健全以效益为核心的企业活动评

价机制和经济效益考核机制。在发展思路上，主要是支

持企业实现两个“转轨”：即由过去的粗放经营、速度型

增长向集约经营、效益型增长转轨，由外延扩张、量态变

化向内涵挖潜、质态进步转轨。在发展举措上，主要是

优化资金投向，积极支持农垦企业经济结构调整和产品

结构升级换代，具体来说体现在六大方面：一是加大粮

棉油的扶持力度，在粮棉油稳定增长的前提下，积极培

植新的经济增长点，优化农垦企业产业结构；二是支持

垦区工业规模经济发展，帮助农垦企业搞集团化、产业

化、股份化经营，优化农垦企业组织结构；三是支持农垦

企业外向型经济和联营企业的发展，积极扶持发展创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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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优化农垦企业经营结构；四是加大科技投入，支持

农垦系统实施科技兴农、科技兴场战略，优化农垦企业

技术结构；五是支持名特优新产品和拳头产品的开发，

帮助农垦企业搞好农业基地建设和工业产品的更新换

代，优化农垦企业的产品结构；六是加大发展非国有经

济的投入力度，积极扶持垦区民营企业、集体经济、个体

经济的发展，调整农垦企业所有制结构。

三、坚持效益取向，强化农垦企业财务管理

“八五”期间，我省财政部门加大了农垦企业财务管

理力度，把管理工作的着力点主要放在风险金管理、结

算中心管理和规范分配关系上，使农垦企业财务管理工

作逐步实现规范化。
（一）建立和完善风险金制度

为了增强财政和农垦部门对农垦企业的调控能力，

提高农垦企业自身抗灾救灾能力，减轻各级财政压力，

1991 年初我省建立了农垦企业风险金制度，省财政和

省农垦总公司联合下发了《关于“八五”期间农垦企业上

交风险金的管理办法》。实践证明，“风险金制”在促进

我省农垦企业扭亏增盈工作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

用。
1.风险金数额的核定。风险金数额本着 “核定基

数、定额上交、鼓励先进、鞭策后进”的原则，按照“三定

一浮”的办法确定。“三定”即按耕地面积、在册职工人

数、国家资本金这三项定额指标核定到场，一定五年；

“一浮”即按企业当年财务包干结余总额的一定比例浮

动上交。省农垦直属公司风险金上交比例，按财政审批

财务决算后的利润总额的 30% 交纳。
2. 风险金的管理与使用。在管理上，我省建立了省

地（市）两级风险金管理体制，省财政每年 8 月底前将风

险金任务下到企业，企业每年 10 月底前按财务隶属关

系将风险金足额上交同级财政，然后集中到省财政。同

时，为支持部门和地（市）财政风险金制度的发展，省财

政每年将风险金总额的 40% 返还各地（市）财政和农垦

公司。在使用上，风险金实行各级财政专户存储，使用

方案由财政和农垦主管部门共同商定，联合发文。

3.完善实行所得税后的风险金制度。“八五”后两

年，为适应农垦企业实行所得税的新形势，我省发文规

定：实行所得税后，农垦企业继续执行风险金制度，风险

金的数额核定及其使用和管理方法仍按原规定执行。
在具体操作上，作了一些改进，盈利企业上交所得税额

超过企业原上交风险金数额时不再缴纳风险金；上交所

得税额不足原规定风险金数额时，差额部分由农垦企业

直接向同级财政缴纳，在税后利润中列支；亏损企业直

接按原定数额向同级财政上解。同时，我省财政和税务

部门联合下文规定：“企业所得税超过‘八五’包干基数

的部分实行同级财政预算全额返还，返还的这部分资金

首先按原定风险金基数补齐风险金”，从而疏通了风险

金的来源渠道。
（二）加强对农垦企业内部结算中心的管理

早在 1987 年，针对农垦企业多头开户、资金分散、

总公司（场）调控失灵、银行资金紧缩、财政投入有限的

实际情况，我们本着“外引内挖、筹集吸存、调剂为主”的

原则，支持农垦总公司建立了第一家结算中心，“八五”

期间已经发展到 12 家。在管理上，我们把每家结算中心

视同一个独立核算的企业，并修订和完善了《农垦企业

结算中心管理办法》，同时督促各个结算中心根据自身

的情况制定了内部管理考核办法、费用收取标准，使各

家结算中心有效营运，发挥资金效能。
（三）顺应新税制，规范农垦企业分配关系

农垦企业实行所得税后我们主要是从规范国有农

垦企业的补偿性分配和效益性分配上作了大量的努

力。

1. 在企业内部主要是以强化农垦企业核算为核

心，确定补偿性分配的范围、内容、比例和形式，形成财

政对企业内部的间接约束机制。我省财政制定了《湖北

省国有农口企业财务管理若干规定》，明确指出：国有企

业必须建立严格的折旧制度、预提坏帐准备制度、消费

基金约束制度及劳动积累、资金积累制度。从而使企业

生产耗费和资产耗费得到及时足额地补偿，企业扩大再

生产得以顺利进行。
2. 在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上，主要是立足所得

税制，确立科学合理的效益性分配。一是立足农垦企业

实际情况，减轻企业负担，按国家税法及有关政策规定

确定所得税前的有关扣除项目。二是在保证国家财政

收入稳定增长的前提下，保证农垦企业在包干体制下的

既得利益。我省按财政部（94）财预字 55 号文精神，特规

定“农牧企业所得税额超过‘八五’包干基数的部分实行

同级财政预算全额返还，并列相应的支农预算支出科

目”。这一返还机制的建立，大大增强了财政对农垦企

业的投入力度和调控农垦企业经济发展的功能。
责任编辑  宋军玲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理财广场
	增加投入  强化管理  全力促进农垦企业扭亏增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