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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机遇  看顺义
——北京市顺义县财政振兴纪实

许方元  佟福基  李湘萍  江正银

在连续两届全国农村综合经济实力百强县

评选中，北京市顺 义县都榜上有名。这是全县人

民努力的结果，也饱含着县财政部门 同 志的辛

勤劳作。1993 年，该县财政局被评为全国财政

系统先进集体，就是一个最好的说明。借顺义县

财政局做好 1993 年度工作总结之际，我们前去

采访。刘存凤局长百忙中抽空向我们介绍了他

们近几年抓住机遇，振兴财政的经验。

刘局长说，1993 年全县城乡社会总产值完

成 134 亿元，财政收入达 2.59 亿元，农民 人均

劳动所得 2 535 元，分别比上年增长 53.86%、

28.41 % 和 37.03%。这样大幅度地增长，其重

要原 因之一，就是近几年来在县委县政府的领

导下，抓住改革开放带来的机遇，特别是财政改

革带来的机遇，大力培养财源，促进了全县的财

政经济发展。顺义原是一个农业大县，经济以农

业为主，先天条件并不太好，但县委县政府历 来

认为，顺义靠近首都，占有天 时、地利、人和的条

件，只要抓住机遇，把工作做好，完全可以实现

振兴。因此，从 80 年代中期开始，我们就根据县

委县政府的要 求，日 益突 出 地把扶持商品粮基

地建设、首都菜篮子 工程和县属及 乡镇企业的

发展摆在重要位置。几年来的实践证明，这样做

是正确的，我们和全县人民一起用勤劳和智慧，

在社会总产值、工农业总产值、财政收入、农民

人均收入和外贸 出 口借贷等方 面，都创造出好

的成绩，排在京郊县的前列。

刘局长的扼要介绍，概括 了 顺义财政振兴

的基本路数，为 我们深入地采访打开 了 方便之

门。

为“京郊粮仓”的第二次飞跃不失时机地大

胆投入

顺义是个土壤肥沃、水源丰富的平原县，农

业一直比较发达，全县有 86 万亩耕地，素有“京

郊粮仓”的美称。1978 年到 1984 年，破除了 平

均主义大锅饭，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

制，大大地调动 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粮食生产

实现了第一个飞跃，粮食产量由 2.9 亿公斤，提

高到 4.2 亿公斤。但到 80 年代中期，农村经济

发 生 了新的变化：一是“户户分地、人人种田”的

家庭联产承包方式，难以实施农田基本建设和

机械化 作业，粮食 生产再上新台 阶，受到 了 限

制；二是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种粮收入在家庭

收入中的比 重 大 大降低 了，到 1984 年 已降到

20% 以下；三是“看不见的手”动摇了农民种粮

的传统意识，劳动力和资金都转向比较利 益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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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乡镇企业。于是，1985-1986 年该县粮食

生产出现了徘徊，并潜伏着萎缩的危机。

“京 郊粮仓”生产徘徊的问题，首先引起市

委市政府的高度 重视，要 求把顺义建成首都的

稳固的高标准的商品粮基地县，并决定由市财

政拿出 一定的资金给予扶持。这是“京郊粮仓”

振兴的大好机遇，县委县政府紧紧抓住这个机

遇，专门成立了商品粮基地建设领 导小组，县委

主要领导亲自抓，大力推行土地适度规模经营，

推进粮食生产的第二次飞跃，并要 求县财政局

按照市里的要求，匹配好商品粮基地建设资金。

财政部门认为粮食生产不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难以实行机械化作业、生产社会化和科学种田，

就不能实现粮食 生产的第二个飞跃，就不能为

发展 乡镇企业、县办企业奠定坚实的基础，财源

建设就受到影响，财政收入的增长就受到制约，

“京郊粮仓”振 兴的机遇，也是县级财政振 兴 的

机遇。因 而，非常珍惜这个机遇，积极落实县委

县政府的要求。

在农田水利建设方 面，从 1986 年到 1993

年市里拨款 1 327 万元，县 财政投入 1 745 万

元，组 织 乡村投入 9 127 万元，新打机井 1 582

眼 ，购 置喷灌 2 565 套，实现 了 农田喷灌化。

农田喷灌

在农 业 机械化项目投资方 面，1986 年以

来，市 里拨给 935 万元，县 财政投入 1 516 万

元，组织 乡村投入 15 668 万元，购置 大、中型拖

拉机、小麦联合收割机、玉 米收获机、小 麦压轮

播种机、玉米精量播种机和玉米免耕覆盖机等

15 种农业配套机械 7 369 台件。全县粮食生产

机械化已经成龙配套，每百亩粮田的农机总动

力，比全国平均水平高 2 倍多。在推广粮食生产

先进技术和搞好粮食生产社会化服务等方面，

1986 年以来，市里投拨资金 455 万元，县财政

投入 535 万元，组织农业事业单位和乡村投入

668 万元。采用了种子包衣技术，配备了种子精

选分级加工机械、多种土壤配方施肥设备，建起

了 9 座大型粮食烘干塔，推广了晚麦盖膜，试验

和示 范小麦、玉米、水稻等新品种 50 多个，并对

232 名农场场长进了农场管理专业培训。

通过抓住时机，大胆投入资金，进行商品粮

基地建设，现在顺义县的粮食 生产 已完成 了 规

模经营、机械作业、科 学种田、生产社会化的第

二个飞跃，取得很好的经济效益。粮食总产量由

1986 年的 3.8 亿公斤，增加到 1993 年 的 5.8
亿公斤，单 产 由 1986 年 的 615 公 斤，增 加 到

1993 年 的 843 公 斤，劳均 产 粮 2 万公 斤，比

1986 年 增 长 4 倍 以 上；每 亩 粮 田 纯 收 入 达

296.76 元，比 1986 年增长近 2 倍，种粮劳均收

入由 1986 年的 600 元提高到 1993 年的 3 000

多元，增长 4 倍；从 1987 年到 1993 年共向集体

交 纳粮田提留款 2.7 亿元，结束了“以工补农”

的历史，走上了“以农建农”效益 较高的良性发

展之路。

夏收季节

为搞好“首都菜篮子工程”尽心尽力

近几年，首都的菜篮子的确丰富了不少，鸡

鸭鱼肉，时令瓜果、新鲜蔬菜，不仅品种多质量

好，而且供应充足，价格平稳。丰富的首都菜篮

子市场，差不多有 三分之一的功绩应 记在顺义

人民的功劳簿上。1993 年，顺义县向首都市场

提供瓜菜 5.4 亿公 斤，鲜鱼 1 397 公斤，鲜蛋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4 089万 公 斤，肉 鸡 肉 鸭 1 112 万 只，商 品 猪

75.6 万头，实现产值 9.5 亿 元，占农 业 总产值

的比重为 73%。

为解决首都居民 吃菜问题，北京市 委市政

府专门提出 了“首都菜篮 子 工程”计划，京郊各

县都 不 同 程 度地承担起 了 菜篮 子基地建设任

务，顺义承担的任务最重。县财政局领导认为，

随着本县粮食生产规模经营的发展，解放了 大

批劳动力，为完 成“首都 菜篮子工程”提供 了 良

机。他们抓住这个机遇、给予适度的资金扶持，

引导富余出 来的劳动力进行规模养猪，培育蔬

菜、林果、养鱼基地，作出 了肉香、菜美、鱼 鲜的

奇妙文章。

养猪：是顺义的传统副食生产项目，为了加

快瘦肉型商品 猪基地建设，县财政局对拥有百

头母猪，年出 栏 1 500 头瘦肉型商品 猪的规模

猪场给予了积极地支持。每个规模猪场的建设，

他们定额 补助 8 万元，并帮助每个规模猪场从

银行申请贷款 6 万元，财政每年贴息 4 320 元，

连续贴 5 年。截 至 1992 年县财政累计拨付补助

费 2 960 万元，贴息资金 765 万元，引 导银行定

向投入商品 猪基地建设贷款 2 200 万元，引 导

乡村集体 经 济 组 织 定 向 投入 3 700 万 元，到

1993 年底，全县 已陆续建成 了 381 个瘦肉型商

品猪规模猪场。

蔬菜：顺义县是首都的重要蔬菜基地县。近

几年来，县财政一直注 重扶持蔬菜 生产、经营，

在资金上给予支持。现已建立了 14 个蔬菜基地

乡，在基地乡都建起了产销服务站，实行产销一

体化。1992 年，他们利 用 财政贴息资金 34 万

元，新建了 蔬菜保护地 2 000 亩，1993 年又新建

蔬菜保护地 3 500 亩，使全县蔬菜保护地面积

发 展 到 13 600 亩，占 全 县 菜 地 总 面 积 的

22.6%。

林果：自 1989 年以来，顺义县财政局采取

贴息贷款的办法筹措资金，扶持县东北半山区

的木林、龙湾 屯、赵各庄 三个乡镇建设优质“红

富 士”苹果基地 10 800 亩，使果园 总 面 积 到

1993 年底达到 48 602 亩，产量 2 596 万公斤。

养 鱼：1989-1992 年，县财政采取定额 补

贴的办 法，每亩安排补助费 50 元，4 年累计 安

排 120 万元，支持养鱼单位参加“北京市郊区 渔

场亩产超千斤项目”，使 2.4 万亩水面具备了 亩

产超 千斤 的 生 产 能 力，占 全 县 养 鱼 总 水 面 的

85%。1993 年又投入专项补助资金 80 万元，在

牛栏山镇龙王 头建起 350 亩水面的养殖场。

发展 乡镇企业  振兴财政

近几年顺义县财政部门认识到，市委、市政

府对经济建设的主导思想是抓住机遇，奔小康，

顺义县委县政府要求各部门认真贯彻 落实这一

思想。粮食生产的机械化和“菜篮子工程”的快

速推进，为振兴财政提供了极好的机遇。他们抓

住这个机遇，根据“无工不 富”的道理，大力扶持

乡镇企业上规模，上档次，积极推动国营企业向

集团化发展，培育重点财源，使财政收入每年以

10% 以上的速度递增。

（一）支持乡镇企业上规模上档次

1990 年以来，顺义县财政部门以周转金为

主要形式，大力扶持 乡镇企 业发展，仅 1992 年

就投入周转金 8 780 万元。重点是用于乡镇企

业中的纳税大户、外向型企业和三资企业。与此

同 时，他们还辅之以贴息、奖励等，充分发挥了

财政资金和政策的导向作用，促进了乡镇企业

的大发展。1990-1992 年，他们连续为乡镇 骨

干企业技改贷款贴息 810 万元，引 导银行和企

业累计增加技改投入 2.7 亿元，使 120 家 骨 干

企业先后完成了技改任务，乡镇企 业 的产品结

构和产业结构得到 了 及 时调 整，技改企 业增添

了新的生机和活力。

企业发展要保持常盛不衰，必须支持企 业

上水平、上等级。为了 鼓励 乡镇企业技改发展，

顺义县财政局制定了一系列的奖励措施。1992

年，县财政部门拨款 142 万 元，对 科技含量 高、

市场前景好、产品 达到国际国内先进 水平的 24

家乡镇骨干企业给予 了 奖励。顺美服装厂是 24

家获奖企业之一。1990-1992 年，县财政局对

该厂支持周转金 230 万元，促其进一步发展，使

该厂 1992 年产值达到 1.2 亿元，上缴税金 230

多万元，为国家创 汇 1 000 多万美元，在北京市

工业企业创 汇大户中排在前三位。为了 乡镇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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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更快地上水平上等级，1993 年，县财政又投

入贴息资金 508.3 万元，引入贷款 6 323 万元，

支持了 28 家乡镇骨干企业的技术改造，全部项

目总投资 13 463 万元。有效的投入带来了大发

展。1993 年，顺义县 乡镇企 业 完 成产值 71 亿

元，实现利润 6.6 亿元、上交税金 1.13 亿元，在

乡镇企业中，工业 生产是它的主力军。1993 年

和 1990 年相比，乡镇工 业产值增长 2 倍，利 润

增长 1.5 倍，税金增长 59%，顺义 县 乡镇企 业

有了长足的发展。

（二）促进国有企业向集团化方向发展

随着 乡镇企业 的快速发展，更显出 当前国

有企业发展的不景气，如何搞好国有企业，是摆

在各级政府和财政部门 面前的主要任务之一。

近几年，为了搞活国有企业，顺义县根据市政府

的要求，结合本县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大力支

持一般企业向 骨 干企业转化，大 中企业向集团

化方向发展，组建了燕京啤酒集团、华夏工商集

团等 19 家集团企 业，并获得了可喜的经 济效

益。燕京啤酒厂发展的成效，是顺义县财政局积

极投入，大见效益的一个缩影。建厂至今，县财

政局对该厂每年投入 100 万元，支持其技术改

造。该厂先后引进了 日本、德国生产的瓶酒罐装

线，从而增 强 了 企业后劲，扩大 了 生产规模，使

其年 生产能力从 1982 年建厂时期的 5 000 吨

迅速提高到 1993 年 18.5 万吨，成为全国五大

啤酒企业之一，经济效益列全国同行业第三位，

其特制 12 度啤酒荣获第 31 届布鲁塞尔国际精

品博览会金奖，“燕京”牌商标被评为北京市著

名 商标。1992 年，燕啤上缴财政收入 2 072.5 万

元，1993 年上缴 3 450 万元，成为 县财政的支柱

企业，十年的投入终于结出了硕果。

顺美服装厂车间流水作业生产线

为培养财源  大力筹措资金

从上述情况看，顺义县财政部门为工农业

生产的发展，培养财源，提供的资金数量是可观

的。但顺义县预算内资金可用于扶持生产发展

的钱并不 富裕。为筹措这些建设资金财政部门

付出 了 无数的艰辛，他们除了硬化财政收支管

理，节省一切可以节约的支出，挤出钱来支持工

农业 生产之外，还采取 了许多可行措施筹措资

金，并用好用活有限的资金。

刘存凤局长说：“我们不只注意挖掘资金使

用方 面的潜力，更敢于借鸡生蛋。”到 1989 年，

县财政局在正常的财政收支之外，每年为经济

和 各 项 事业 的发 展 筹措 资金 6 000 余万 元，

1992 年一年就筹资 1 亿多元。他们的具体办法

是：

一是尽量 变无偿投入为有偿投入。近几年

来，县财政局决定对经营性投资以效益为原则，

把无偿拨款变为由财政掌握的各种发展基金，

有偿周转使用，滚动增值，凡是有效益又符合县

级经济结构调 整发展需要的项目，县财政尽量

保证供应。通过死钱活用并加强回收工作，到

1992 年底 已积 累了 1 600 多万元的财政周转

金，利用这笔钱，有效地支持了一批效益较好的

项目。

中国五大啤酒厂之一的燕京啤酒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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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充分利用财政间歇资金。行政事业单

位由财政供应 经费，有些单位的经费是年初一

次拨出，逐月使用，有一定的间歇时间。顺义县

财政局把这些“休息”的资金集中起来，借给企

业作短期周转使用。1992 年，他们 累计利用财

政间歇资金 1 300 万元，1993 年，他们又累计利

用 间 歇资金 1 436 万 元，有力地支持 了各项事

业的发展。

三是管好预算外资金，做好专户储存工作。

近几年来，单位预算外资金越来越多，由于这些

资金分散在各单位，难以发挥作用，顺义县财政

局在深入细致地做好工作的基础上，相应制定

一些奖励办法，不 改变预算外资金的性质和所

有权，由财政局统一负责，专户存储，零钱整用。

1992 年，专户存储额达 1 243 万元，1993 年达

1 500万元，缓解了企业 生产 资金紧张的局 面。

据县财政局统计，他们统一使用 的财政间 歇资

金和预算外专户存储资金，1992 年，解决了 300

家企业的燃眉 之急，增加利税 260 余万元。

四是眼睛向外，全力引进资金。近几年，顺

义县财政局利用财政筹 资信用度高的优势，与

有关部门 密切配合，眼睛向外，努力争取世界银

行贷款，吸引县外单位和外商来县兴办实业，并

积极向有关投资公 司借贷资金，用以解决本县

经济发展资金不足的问题。1989 年以来，通过

眼睛向外，拓宽筹资渠道，县财政局每年都从外

引入资金 3 000 万元以上。

在顺义县采访的几天里，我们不仅了解到

顺义县财政振兴的一些做法，还看到 广 大 财政

干部一往直前的气概。用刘局长的话说是，全局

上 下拧成 一股绳，脚踏实地管好收支，培养 财

源，确保完成县委县政府提出的财政任务——

1994 年达到 2.8 亿元，比去年再增 8% ，为人民

生活水平提高到 小康再立新功。

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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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开发信托

投 资公 司（以下简称 中

经信公 司）是经财政部、

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成立

的、从事信托投资业务

的全 民 所 有 制 金 融 企

业。它的宗旨是认真贯

彻执行国家财政金融政

策，为改革开放服务，为

经济发 展服务，为科技

振 兴服务，重 点支持农

业、工业和高科技发展。

中经信公 司成立五年多

来发展状况如何？他们

是怎样加强企业内部管

理的？带着这个问题，记

者走访了公 司 总经理朱

福林。

记者：朱 总 经 理 春

风满面，想 必是贵公 司

生意兴隆吧？

朱福林：确实如此。

公 司 成 立 五 年多来，各

项 业务发 展 较 快，资金

实力不 断增 强，在国内

外的声誉不断提 高，已

经成为同行业中的十大

公 司之一。1993 年中经

信公 司坚持公 司 宗旨和

依法 经 营 的方 针，积极

开展信托投资业务。在

国家加 强 宏观调 控，公

司 资金比较紧张的情况

下，各项 业务仍 有新的

发 展，资产 总额 突破了

90 亿元，利 润突破了亿

元，超额完成了董事会确定的各项任务。在过去

的一年里，公 司按照人民银行批准的信贷规模，

积极 而又稳妥地开展贷款和租赁业务，全年支

持项目 799 个，委托贷款余额、信托贷款余额、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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