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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优势  发展区域性财源

刘功彪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特别是“七五”计划期间，

江西省宜春地区财政部门把握经济发展的有利时机，依

靠改革开放政策，正确树立生产观念，更新理财思路，立

足发挥本地区优势，发展经济，开辟财源，经济实力大大

增强。1979年至 1990年，全区工农业产值（不包括村级

及以下企业产值）先后上 10 亿元、20亿元、30 亿元、40

亿元和 50亿元台阶，平均两年半上一台阶。1990年全

区财政收入达 48 906.6 万元，比 1978 年增长 5.4 倍，

年均递增 16.7%。

一、巩固名优“拳头”产品，建立骨干“支柱型”财源

宜春地区名优产品有粮食、酒、鞭炮烟火及机械。

这四大产品，提供的税利约占全区财政收入 35%。地县

财政部门千方百计围绕这四大“拳头”产品，建立地方骨

干财源。

（一）实行扩散与集中经营，扩大生产规模。如为加

快闻名全国的樟树市“四特”酒的发展，1985 年市财政

拿出专款 300 万元，积极配合酒厂做好酒基的扩散工

作。在“四特”酒总厂统一贮存，统一勾兑，统一销售，确

保质量不断提高的前提下，迅速将“四特”酒生产的第一

道工序，即酒基生产扩散到各乡镇。乡镇财政积极筹集

资金，纷纷兴办酒基厂。这一经营方式的推行，迅速扩

大了“四特”酒生产能力，为市乡两级财政稳步增收提供

了可靠的财源。据统计，该市“四特”酒年产量，由 1978

年 1 453 吨，发展到 1990 年 22 017 吨，年均递增

27.9% ；上交财政税利，由 1978年 285.3 万元，增加到

1990年 5 911.7 万元，年均递增 28.7% ；该市乡镇财政

收入已有十个乡镇过百万元，占乡镇总数 58.2%。由于

财源大幅度增加，1990年该市财政收入突破亿元大关。

（二）开展横向联合，推动相关产业的发展。1985年

起，地县财政挤出一部分资金，用于建立与名优“拳头”

产品相关的企业，发展成龙配套生产，不断壮大财政实

力。如闻名中外的万载县鞭炮烟火，其生产历史十分悠

久，过去由于生产较为单纯，纸及包装箱都要从外地购

进，严重，地制约了自身的生产能力。从 1985年开始，该

县财政拿出资金上百万元，支持筹建包装有限公司和扩

建造纸厂。五年来，鞭炮烟火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仅来

自包装有限公司和造纸厂的财政收入，1990 年就分别

为 120 多万元和 56.7 万元。

（三）抓技术改造，挖掘内部潜力。为帮助企业解决

技术改造所需的资金，地县采取了“银行贷一点，财政借

一点，企业筹一点”的办法，多渠道筹集资金。五年来，

地县财政累计投入技改资金达 7 383.5万元。如奉新县

财政部门为加快浮云酒厂技改步伐，从预算内安排技改

资金用于该厂技术改造，使该厂产量和质量双双提高，

出酒率由原来的 48% 上升到 56% ，最高达 60%，1989

年该厂浮云系列酒荣获部、省全优产品称号。

（四）调整内部结构，开发新产品。“七五”期间，宜

春地区财政部门和企业主管部门同企业协调行动，调

整、改造、提高现有产品，并努力加速产品更新换代。如

宜春市机械行业产品，1988 年由于受市场疲软的影响，

产品积压情况较为严重，企业资金周转十分紧张，当年

上交财政等主要经济指标也严重滑坡。市财政设法筹

措资金 500 万元，帮助企业调整产品结构。1989 年，市

机械行业增加新产品五个，产品销售回升，实现税利达

1 955 万元，比 1988 年增长 16.8% ，1990年继续保持了

较好的增长势头。

二、依托资源优势，建立效益“转化型”财源

宜春地区自然资源比较丰富，为把资源优势转化为

产品优势和商品优势，最终实现资源增值，增加财政收

入，1985 年以来，宜春地区先后办起了食品、纺织、造纸

等轻工业，发展了水泥、石灰、陶瓷等建材工业，开发了

能源及化工工业，初步建立起一个“转化型”财源体系。

（一）解决公路交通问题。由于宜春地区丘陵 山区

较多，资源分布错综复杂，有的在山上，有的在边远区，

交通不便成为开发资源的首要难题。要想富，先修路。

为解决修路资金，采取了由财政预算内安排、融通间歇

资金和群众投工等多条腿走路的办法。六年来，全区财

政投资修路资金累计达 1 626.3 万元。目前，全区乡乡

村村都通了公路，机械化运输能力达到了较高水平，为

有效开发和利用山区和边远区资源，创造了基础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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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因地制宜，综合开发与实现生产加工一体化。

为较大规模地开发利用资源，广开财路，财政配合经委、

计委、矿产局等有关部门，对资源分布和办厂的勘测、设

计，进行了实地调查和论证，包括办厂前的可行性研究，

办厂后产品销售等问题，都作了充分的预测论证。在此

基础上，财政部门广集资金筹建工厂。如宜丰县座落群

山之中，森林复盖率达 63.1 %。从 1985 年起，在地区财

政的支持下，宜丰县先后筹集资金 1 300 多万元，在全

县大规模兴建各种木竹加工厂，全县财政收入逐年大幅

度增加。仅六年时间，该县财政收入先后突破 1 000 万

元、2 000万元和 3 000万元大关，六年年均递增 21%。

（三）制定优惠措施，吸引外资和人才。为了让丰富

的矿藏资源、森林资源和水力资源尽快得到充分有效利

用，提高增值率，宜春地区利用本乡本土在外人员多，与

外界具有较广泛联系和传统交往的优势，制定了包括廉

价提供开采场所，保障水电供应，税后利润全部留给投

资者所有等一系列措施，积极主动建立各种经济协作关

系，把筹集资金、吸引人才的触角拓宽到区外。如上高

县制定了“利用协作关系，引进技术人才，加速资源转

化，办好联营企业”的方针，实行了新办企业减免税及时

到位，生产资金优先安排等措施，促进了联营企业的兴

建和发展。到 1990年底，该县联营企业已有 4 家，年产

值 932 万元，实现税利 1 34 万元。

三、发展乡村集体企业，建立“群体型”财源

宜春地区在发展乡村企业方面，起步较早，但步伐

较慢。进入 1985 年后，为充分利用自然资源优势，各级

财政部门集中主要精力，多渠道、多层次地发展乡村企

业，建立“群体型”财源。

（一）建立生产周转金，解决企业资金困难。1985 年

以来，地县财政建立了财政周转金，同时要求每个乡镇

财政所都必须建立财政周转金，并规定乡镇财政所建立

的周转金增长速度，不得低于同期财政收入增长速度，

每个乡镇财政所要逐步实现 10 万元周转金的目标，有

条件的乡镇逐步建立 50—— 100 万元的周转金。到

1990年底，全区乡镇财政已经建立的周转金达 1 034.2

万元，累计投入企业 1 552.3 万元，扶持企业 400 个，新

增税收 555.2 万元。

（二）跟踪服务，帮助企业抓管理。为帮助乡村企业

搞好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在地区财政的统一要求

和布置下，“七五”期间，县乡财政先后抓了四件工作：1、

财务人员的岗位培训。共举办财务人员培训班 43期，培

训 1 081 人次。2、制度建设。全区十个县市财政部门会

同乡镇企业管理部门制定了《乡办企业财务管理办法》

和《乡办企业财务人员工作岗位责任制》，严格了规章制

度。3、税后利润管理。为使乡村企业增强自我发展能

力，地区财政规定，乡镇政府收取乡村企业税后利润，要

严格按照省政府文件办，不得超过 30% ，同时规定乡村

企业必须拿出税后利润 60%增加流动资金。4、产品质

量管理。乡镇财政派干部参加企业成立的质量管理领

导小组，为企业产品上等级达标，献计献策。

（三）牵线搭桥，引导企业找市场。产品销售是企业

成败的关键问题。特别是 1988 年以来，由于市场“疲

软”的影响，企业产品不断积压，货款难于回收，面对这

种情况，乡镇财政发挥了积极导向作用。如靖安县高湖

乡财政所利用多方关系，疏通销售渠道，引导企业寻找

市场，并协助企业回收货款。1989 年，该乡财政所两次

派员帮助该乡酒厂在上海、长宁等地推销福寿酒 15吨，

签订业务合同 100 多万元，并于 1990年帮助企业回收

货款近 80 万元。

通过十年来的艰苦努力，宜春地区乡村企业得到高

速发展。1990 年全区乡村企业达 9 548 个，比 1980年增

加了一倍多，十年产值年均递增23.3%。乡村企业上缴

财政税收，由 1980 年 946. 1 万元，增加到 1990 年

13 796万元，年均递增 34.7%；占全区财政总收入比

重，由 1980年9.6% ，上升到 1990年 28.2%。

四、发展城乡个体经济，建立流通“网络型”财源

1979 年以来，宜春地区财政部门因势利导，在抓好

国营工业、商业和集体经济的同时，认真贯彻党的改革

开放政策，大力发展个体经济，扩大个体商业网点建设。

（一）实行优惠措施，搞好服务。在有关方面对个体

经济减少不合理的管理层次，适当放宽经营范围的同

时，县乡财政部门积极筹集资金建农贸场所，并建立个

体工商户周转金。如丰城市剑光镇财政所针对本镇个

体户随地摆摊，难于管理的状况，多方筹集资金 350 万

元，于 1986 年兴建了一个占地 15 000 平方米的综合

性、多功能的集贸中心；同时为解决工商个体户经营资

金不足的问题，该镇财政所建立了专项周转金达 20 余

万元。

（二）强化征管，方便纳税。由于个体商业经营行业

广，且零星分散。为加强税收的征管，确保财政增收，县

乡财税部门在做好税法宣传工作的基础上，为方便纳税

人缴税，在车站、码头、市场等建立了征税网点，使个体

商业在进货、出货、完成交易的同时，能够及时缴纳税

款，既方便了纳税人，又解决了缴税费时的问题。

目前，宜春地区一个以国营商业为主导、个体为补

充的多层次的流通“网络型”财源已形成。1990 年区财

政来自个体商业的税收达5 728.9万元，自 1980 年以来

年均递增 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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