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税收4 003万元，比1988 年增 加1 217万元，占

全市增收总额的37%。铜 山 县 在加强征管方

面，一是抓重点，全县138个10万元以 上税收

大户，入库税金4 317万元，占全 县工商税收

总额的47.3%。二是抓难点，把加强个体工商

户的税收管理作为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

序、巩固集体经济、调节社会分配、增加财政

收入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1989年，全县个体

工商业户入库税款达1 530万元，比1988年增加

1 006万元。三是抓 检查，1989 年 三大检查共

查出违纪金额651万元，应入库533万元，已入

库514万元。

发展经济增财源
  财政收入过亿元

徐志顺山东省临沂市市长

临沂市是1984年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省辖

县级市，地处山东省东南部沂蒙山区老革命根

据地，总面积1 748平方公里，人口150万。长

期以来，由于历史的原因和地理条件的限制，
这里经济发展一直比较缓慢，是全国几个重点

贫困地区之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

改革开 放搞活 方针的指引下，临沂人民发扬

“立场坚定，爱 党爱军，艰 苦 创业，无 私奉

献”的沂蒙精神，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努力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全市经济面貌发

生了 显著变 化。到1989年，全市工农业总产

值达到30.5亿元，其中工业总产值25.2亿元，
比1984年翻了一番。在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基

础上，财政收入稳定增长，继1988年财政收入

过亿元后，1989年财政收入达到12 103.7万元，
比1984年增长一倍。由于近年来财政收入大幅

度增加，不仅连年实现了财政收支平衡，而且

保证了全市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加快

了临沂经济振兴的步伐。

一、发展经济，壮大实力，为财政收入的

稳定增长打好基础

经济是财政的基础，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

必须建立在经济稳定发展的可靠基础上。基于

这种 认识，我们针 对临沂市经 济基础 差的状

况，在三个坚持上做文章。
一是，坚持以公有制为基础，多种经济成

份并存的发展经济的方针。根据我市国营经济

规模小，集体经济实力弱，个体经济发展缓慢

的特点，我们制定了巩固加强国营经济，扶持

发展集体经济，支持鼓励个体经济的方针，全

面发展壮大国民经济实力，将财政收入建立在

坚实可靠的经济基础上。几年来，由于政策对

头，经过我们坚持不懈的努力，各类经济从弱

到强，不断发展壮大。到1989年，国营企业完

成工业总产值7.4亿元，比1984年增长3.7倍，

村以上集体企业完成产值14.4亿元，比1984年

增长4.5倍，个 体经 济 完 成产值3.4亿元。国

营、集体、个体工商企业实现利税分别占财政

收入的39%、50% 和 8 %，充分发挥了它们各

自在国民经济和财政收入中的主导作用、骨干

作用和补充 作用。同时，我们 还积 极利 用外

资，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到1989年，共利用

外资3 254万美元，发展合 资、合作、“三来一

补” 项目28个，出口创汇能力大幅度提高。
二是，坚持走多层次、全方位发展经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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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子。围绕发展经济的目标，我们确定了“以

市属骨干 企业 为龙头，以乡 镇企业 为主体，

市、乡、村、户四个轮子一起转，互相促进，

共同发展” 的战略，并注意从政策上引导，规

划上落实，措施上保证，促进了各类企业的发

展。在发展市属企业方面，我们以技术进步和

技术改造为手段，重点抓上等级、上水平、上

规模。1984年以 来，共筹 集资金1.6亿元，新

建和改造扩建了市酒厂、车辆厂、地毯厂等70

多个项目，投产 后新增 产值3.2亿元，新创利

税5 400万元，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在发展乡镇

企业方面，按照“合理规划，正确引导，重点

扶持，积极发展” 的方针，坚持因地制宜，全

面发展。在乡镇企业的崛起中，我市还形成了

9 个工业产值达亿元的乡镇，16个产值过千万

元的乡镇企业，使乡镇企业发展成为我市国民

经济的生力军和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三是，坚持和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

精神。近几年来，我们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
面对国家财政困难的现实，丢掉等、靠、要的

依赖思想，把立足点主要放在自力更生、艰苦

奋斗上，紧紧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经济。在工

作中，我们坚持了 “以立足当地资源为主，以

现有企业为主，以技术进步和技术改造为主，
以自力更生为主”，引导和鼓励企业依靠自己

发展自己。五年来，我们在积极争取国家贷款

支持的同时，通过以资代劳、发放企业债券、

交纳风险抵押金、群众集资等措施，共筹集资

金1.84亿元，在保证企业 流动 资 金 需要的同

时，还改造扩建了298个项目，新增产值2.8亿
元，增强了我市经济实力和发展后劲。特别是

1988年以来，国家实行了 “双紧”政策，在企

业普遍感觉资金紧缺的情况下，我市通过广筹

资金，缓解了企业资金紧张的状况，仍以年总

产值增长30 %的速度保持了国民经济的持续、

稳定发展。

二、深化改革，搞活经济，为财政收入的

稳定增长注入活力

国营和集体企业是社会主义的经济成份，

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要搞活财政，就

必须首先搞活企业。在这方面，我们重点抓了

两点：

一是深化企业改革，搞活工业企业。十年

来，我们以搞活企业为目的，不断完善和深化

企业改革。在改革的各个阶段，既注意抓好衔

接，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又注意企业

内部和外部改革的配套联动，使企业在改革中

逐步搞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在企

业整顿的基础上，从调整、理顺国家和企业分

配关系、扩大企业自主权入手，在全地区率先

实行了年度经济承包，使企业从统得过死的体

制中解脱出来，初步启动了企业活力，连年实

现产值、利税大幅度增长。在不断实践的基础

上，我们针对有些企业承包后存在短期行为的

问题，及时进行了调整，完善 承包 办 法 ，于

1987年实行了以产值、利税三年翻番为主要内

容的经济目标管理，并在承包中引入了激励机

制和制约机制。三年经济目标管理的实施，调

动了企业生产经营积极性，有59家企业实现了

三年经济翻番目标，其中有 8 家 企 业 翻 了两

番，共增加产值 3 亿多 元，利 税2 700万元。
随后，我们按照上级部署，对企业实行了以利

润承包为主要内容、以 “二包一挂” 为主要形

式的经营承包责任制。在逐步理顺企业和国家

关系的同时，我们还在企业内部进行了一系列

配套改革，逐步完善了企业内部经营机制，使

企业活力大大增强，使全 市 工 业 产值以年均

30.4%的速度递增，财政收入也 以 每 年 平均

17% 的幅度增长。
二是以完善市场机制为手段，努力搞活流

通。为推动经济发展和财政增收，我们充分发

挥流通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不断健全和完善了

以国营商业为主导，专业批发市场为龙头，集

贸市场为网络，城乡结合、批零兼营的流通网

络，以流通促经济繁荣，以经济发展保财政收

入。首先，大力发展国营批零企业，扩大销售

业务。近几年，国营商业批 零 网 点扩大一倍

多，营业额增长近两倍。如新建的纺织品批发

站，年经营额近 2 亿元。市百货大楼、供销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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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心两个零售企业，年营业额和实现利税也

都超过改革前他们所在系统全系统的年营业额

和实现利税，真正发挥了国营商业主渠道的作

用。其次，大力加强城乡市场建设，积极拓宽

流通渠道。全市相继建成小百货、纺织品、服

装鞋帽、毛皮、陶瓷等16处 大型 专 业 批发市

场，年交易额达 6亿多元，同时还恢复和发展

集贸市场102处。市场网络的形成，不 仅 搞活

了流通，发展了经济，而且为财政收入开辟了

新的财源。由于流通不断扩大和搞活，1989年

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到11.2亿元，完成流通税

金4 500万元，占全市财政收 入的 40%以上，
成为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三、突出重点，建立一支骨干企业，确保

财政收入稳定增长

实现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必须有一批规

模大、实力强的骨干企业作保障。鉴于我市无

国营骨干企业，多数 企业 起 步晚、规模小，
不能抵御风浪的状况，促使我们下决心依靠自

己的力量，建设一批有一定规模、素质较高、

市场竞争能力较强的骨干企业，以确保财政收

入稳定增长。为逐步形成这样一批企业，我们

重点抓了三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合理规划。按照年产值过千万元、年

利税过百万元的要求，围绕重点企业和优势产

品进行重点技术改造，通过上能力、上水平，

逐步形成大户骨干企业。1986年以来，我们集

中3.3亿元资金，对50多个规划企 业 分期分批

地进行了技术改造。到1986年，有59户企业实

现了年产值过千万或年利税过百万元，比1986

年增加58个，初步形成了一批有相当规模的市

级骨干企业。近两年来，这些企业仅占全市工

业企业总数的20%，完成了全市工业总产值和

利税的80%以上，充分发挥了在国民经济和财

政收入中的骨干作用，为连续两年实现财政收

入过亿元做出了积极贡献。
二是保重点。工业是国民经济和财政收入

的支柱，重点利税大户企业又是工业的中坚。
稳定财政收入，就必须保利税大户这个重点。

为此，我们每年都排出几十个重点大户企业，
在政策上倾斜，在生产上重点调度，在资金、

能源、原材料方面重点保证。同时，我们还利

用宏观调控手段，按照优化产品结构的原则，
对优质名牌产品、出口创汇产品、适销对路产

品进行重点扶持和优先发展，以重点促一般，

形成规模效益。如市机械厂生 产的 名 牌绞肉

机，畅销十几个国家和地区，供不应求。我们

围绕名牌产品上能力，使这个企业的年产值由

不足千万元增至3 000多万元，产品出口量约占

全国同类产品的80% 以上。
三是政策引导。为了鼓励企业上规模、上

水平，争创市级骨干企业，为国家多做贡献，
我们实行了一系列鼓励政策。如，对实现规划

的大户企业，不论全民还是集体，该升格的升

格；对有突出贡献的 个 人，除给予精神鼓励

外，还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等。这些激励政

策产生了积极的效果，促进了企业争创骨干企

业的积极性。

四 、发挥财税部门的作用，实 现以扶增

收，以管保收

在充分发挥财税部门的职能作用，保证财

政增收方面，我们主要抓了以下几项工作：

一是，搞好服务，支持生产发展。通过扶

持生产发展，培植财源。近两年来，财税部门

利用支工、支农周转金，预算外资金的沉淀资

金，按照“以创名优产品为主，以技术改造为主，
以出口创汇为主，以短线产品为主”的资金投

向，急企业所急，帮企业所需，共投 放资金3 409

万元，扶持了720个项目，新增产值2.3亿元、

利税3 200万元，实现了以扶增收。
二是，积极争取省、地 财政支 持。两年

来，共借用省、地财政预算间 歇 资金1 100万

元，扶持企业42户，新 增 产值4 500万元、利

税620万元。
三是，严格执行税收政 策，强 化 税收征

管。我们在市、乡两级成立了以政府主要负责

同志挂帅，财政、税务、工商等部门参加的税

收征管委员会，强化了对 税收征 管 工 作的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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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在计划安排上，坚持深入企业进行税源调

查，合理安排税收任务，把税收目标建立在积

极可靠的基础上。在具体征管上，坚持依法办

税，严把减、缓、免口子，保证应缴税款及时

足额入库。在加强征管的同时，主动为企业服

务，积极提供信息，参与企业管理，帮助企业

提高经济效益，促进企业增产增收。
四是，完善乡级财政体制，调动乡镇政府

当家理财的积极性。为了解决乡镇政府依赖市

财政吃大锅饭的问题，发挥好市、乡两个积极

性，我们在调查试点的基础上，于1985年在全

省第一家建立了乡级财政。对乡镇实行了 “核

定收支，收入上交，超收分成，减收分担，支

出包干划拨，节余留用” 的财政管理体制。乡

级财政的建立，不仅完善了乡级政权职能，而

且调动了乡镇政府当家理财、增加收入的积极

性。自建立乡级财政以来，乡级财政收入连年

大幅度增加，从1984年的1 240万 元增 至1989

年的3 967万元，为全市财政的稳定 增长做出

了贡献。

抓亿元县和补贴县的情况综述

韩国春  刘克强  谷孟群

1989年全国县级预 算 单 位为2 356个，县

级财政收入为770亿元，占全国 财 政 收入的

27.5%，占地方财政收入的41.8%；县级财政

支出为845亿元，占全国财 政支 出的27.8% ，
占地方财政支出的35.4%。按财政体制计算，
上解县1 056个，上解200亿元；补贴 县1 297

个，补贴 额166亿元。近年 来，一 些 省 为了

不断地壮大县级经济，增加县的财政收入，使

上解县多作贡献，补贴县摘掉补贴帽子，提出

了财政工作抓两头的工作方法：一头是抓发展

财政收入超亿元县的工作，一头是抓财政补贴

县增收摘帽工作，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一，抓亿元县情况

1989年全国共有95个亿元县（含县级市，
不含大城市内的区和郊区，下同），占全国县

级预算单位总数的4%。亿元县的工 农 业总产

值为2 251亿元，占全国 县级工农 业总产值的

22%；财政收入为166亿元，占全国县级财政

收入的22%；财政支出87亿元，占全国县级财

政支出的10%；按财政体 制 计 算，上解86亿

元，占全国上解县上解额的43%；年终滚存结

余14亿元，占全国县级滚存结余的29%。亿元

县的发展为地方经济的繁荣和国家财政收支平

衡作出了贡献。
在发展财政收入超亿元县工作方面，各地

做了不少工作。江苏省自1985年以来，每年召

开一次全省财政收入超亿元县经验交流会。为

了鼓励亿元县继续努力，为国家多作贡献，江

苏省对亿元县在资金上给以支持，在精神上给

以鼓励。一是每年按亿元县上 年 财 政 收入的

1%加上当年比上一年财 政收 入 增长 部分 的

15% 计算借给发展生产周转金；二是对财政收

入首次超亿元的县以及超亿元以后又登上新台

阶的县给予一次性奖励；三是由省政府对亿元

县发奖状。江苏省1989年亿元县达到21个，是

全国亿元县最多的省。浙江 省的亿 元县已从

1985年的 8 个增加到1989年的16个，为搞好亿中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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