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务管理

支持企业发展  

大力培植财源

冯占通  马卫东  杨槐林  郝更新
伊克昭盟位于鄂尔多斯盆地，拥有得天独

厚的煤炭资源，已探明储量 1 244 亿吨，占全国

煤炭储量的七分之一，“七五”末期，随着国家能

源开发基地的西移，伊盟成为国家重点开发能

源基地之一。为了抓住发展机遇，盟委、盟行署

提出了“重塑重构，对接推进”的经济发展战略。

财政部门紧紧围绕盟委、盟行署的战略决策，充

分发挥财政职能作用，通过加大资金投入，政策

倾斜等办法，在培植地方财源上狠下功夫，取得

了可喜的成绩。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只有以本地

自然资源为依托，并在本地自然资源的合理开

发和科学利用上找门路，求发展，才能壮大财源

上台阶。为此，伊盟财政部门从 1988年起，充分

发挥财政部门的职能，利用煤炭资源丰富的有

利条件，从财务管理到资金注入，积极支持煤炭

工业的发展。经过 7年多的努力，伊盟地方煤炭

工业发生了令人瞩目的变化，成为地方工业的

骨干行业，财政收入也有了源头活水。1988 年

-1994 年，伊盟煤炭公司每年上一个新台阶，7

年共创利税 17 212 万元，累计向财政上交利税

8 300 万元，其中 1992 年上交财政税利 1 581

万元，1994 年上交财政税利 2 976 万元，有力地

支持了全盟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的发展。

扶持龙头企业，带动行业发展

伊克昭盟虽然煤炭资源丰富，但过去无龙

头企业来带动全盟煤炭工业发展，“死”资源不

能变为“活”财源。为了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开

辟新财源，围绕全盟煤炭工业发展思路，盟财政

部门具体分析了煤炭资源的转化情况，从资金

上重点扶持伊盟煤炭公司，以此来带动全盟煤

炭工业的发展。

（一）选准目标，开辟新财源。伊盟财政部门

通过认真调查研究，发现制约盟煤炭工业发展

的关键问题是产、运、销相互脱节，运输制约着

销售，销售制约着生产，运输问题严重滞后，只

有解决了运输问题，才能使煤炭资源优势转化

为经济优势，可以说走活这步棋，全盘皆活。

1988 年成立了伊盟煤炭（集团）公司进行煤炭

运销。成立之时，财政以 5 万元的开办费和 90

万元的有偿资金作为公司的启动资金。当时公

司有干部职工 21 人、10 节旧火车皮的家产，就

是在这种条件下，企业当年实现利税 17.5 万

元，迈出了发展煤炭运销的第一步。

（二）注入资金，扶持企业发展。伊盟在财政

资金十分紧张的情况下，从 1989 年到 1992 年，

财政每年都拿出相当资金支持企业生产周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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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累计拨付企业周转资金 3 741 万元，解决

企业长途、短途运力。1992 年企业用其中的

1 376万元购置了 100 节火车皮，经测算，到

1995 年一季度实现利润 1 519 万元。1990 年，

盟财政和企业签订了三年的承包合同，采取了

“包死基数，超收分成，欠收自补”的承包形式，

并要求企业超承包实现利润首先用于还贷和补

充流动资金。当年，企业就实现利润 1 347 万

元，还贷 512 万元，留利 363 万元，上交财政

410 万元。

由于企业处于起步发展阶段，1990 年，财

政按 33%的所得税率计税，多留给企业 35.5

万元，1991 年财政又拨给企业 112 万元，1992

年超承包返还 23 万元。这些资金专项用于企业

生产发展，促进了企业的发展，开辟了市场，增

强了竞争能力，同时也能使财政有更大的后续

财源。

（三）政策倾斜，为企业创造宽松环境。旧的

财务制度有许多方面已经不能适应企业发展的

需要，严重制约束缚着企业。伊盟财政部门及时

转变企业财务管理职能，为企业办了一些实事，

有利于企业提高经济效益。

伊盟煤炭集团公司在 1990 年底购置的

130 节自备车皮，由于采取分期付款方式，两年

后才能结清帐款取得计帐凭单，按规定当时不

能入帐。财政部门考虑到为使企业资金加速周

转，按时收回投资，允许企业先估价入帐计入固

定资产，并从营运之日起计提折旧和大修理基

金。仅折旧基金一项可在两年内收回全部投资

的 20%。

根据伊盟盟委《关于进一步深化改革，搞活

国营企业的通知》精神和伊盟煤炭集团公司起

步晚，资金少的实际情况，从企业发展的后劲上

考虑，1991 年伊盟财政部门允许企业按年折旧

率不超过 10%提取折旧。企业拥有车皮原值达

1 595 万元，按 10%计提，每年可提取折旧费

159 万元，多提 90 万元。同时还允许企业将部

分分散的专用基金捆起来使用，共计 69 万元转

为生产发展基金，用于企业基本建设，改善经营

条件。

针对企业对外推销任务大，住站多，出差频

繁，而按规定标准开支的差旅费、加班费、夜餐

费不能满足企业实际工作的需要，制度上制约

着企业的外销工作，伊盟财政部门批准企业以

上费用的超标准部分，在职工福利基金中补助，

以此调动积极性，扩大外销量，提高企业经济效

益。

强化财政服务职能，发挥集团经营优势

在地方财源建设上，财政部门应当立足当

地实际，找准财源建设的重点，抓住基础性、支

柱性、先导性的产业，发挥财政宏观调控与服务

的职能，使企业集团尽快成为地方财政收入的

新财源，真正体现出是带动地方经济发展的“火

车头”。

（一）贯彻实施新的财会制度，促进企业转

换经营机制。1993 年 7 月 1 日，全国统一实施

新的财会制度后，财政部门按规定把许多权限

下放给企业，赋予了企业更大的财力自主权。这

样为企业走向市场进行公平竞争创造了良好的

环境，满足了企业横向经济联合的需要。同时新

财会制度与国际惯例接轨，对集团公司引进外

资，走向国际市场，发展外向型经济创造了条

件。1993 年企业着手集中资金 4 804 万元筹建

准格尔煤田唐公塔集装站，引资筹建了全区最

大的合资项目——与南韩合资 2 950 万美元兴

建年产 30 万吨高标号水泥项目，兼并了鄂前旗

焦化厂。在原煤销售方面，扩大了国内市场，开

辟了东南亚国际市场。与旗（市）煤炭公司组成

了松散型的伊盟煤炭集团公司，促进了经营机

制的转换和向现代企业制度的过渡，强化了集

团财务管理。

（二）加大投资力度。截至 1994 年底，盟财

政累计安排伊盟煤炭集团公司生产发展周转金

4 066 万元，帐面净额仍达 1 061 万元。同时允

许伊盟煤炭集团公司所提煤炭发展基金留企业

使用，这部分资金有 839 万元，为缓减企业资金

紧缺的矛盾，起到了积极作用。

（三）发挥集团优势，幅射、带动全盟煤炭行

业发展。集团公司成立，提高了全盟煤炭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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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洗选、深加工、外销、转化和资源的综合利用

等方面的能力，促进了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的

转化，使盟、旗、乡几级财政都得到了实惠。到目

前为止，伊盟煤炭集团公司已建成中小型煤矿

9 处，原煤年生产能力 100 多万吨；有自备车皮

27 列，载重汽车 300 辆，建起了 5 处煤炭集装

发运站，年发运能力达 200 万吨；拥有职工

1 200多人，固定资产 2.6 亿元，形成了一个集

资源、开发、转换、销售于一体的，一业为主、多

业互补的企业集团，成为伊盟财政的一大支柱。

现在它们正向“一、二、三”的奋斗目标挺进，即

1995 年实现税利一个亿，1997 年实现税利二个

亿，2 000年实现税利三个亿。届时，伊盟经济

将会有一个大的腾飞。  （责任编辑  江正银）

财务管理

努力增加农业投入  

合理调整支出结构
——对云南广东两省财政

支农情况的调查

宋向梅  张宝田

近年来，云南、广东两省努力增加农业投

入，积极调整支出结构，促进了当地农业和农村

经济的进一步发展。1994 年，云南省农业总产

值 263 亿元（1990 年不变价），比上年增 长

3.6% ，在部分地方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的情况

下，全年 粮食 产 量 创 历史 最 好记录，达 到

1 146.47万吨，较上年增长 5.6% ，农民人均纯

收入 803 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4.6%。广

东省 1994 年农业总产值首次 突破 1 000 亿元

大关，达到 1 070 亿元，比上年增长 3.7% ，粮食

生产扭转了连续三年滑坡局面，呈恢复性增长，

大灾之年粮食总产量达 1 658.6 万吨，比上年

增 长 1.8% ，农民 人均纯收 入 比 上 年 增 长

30.3%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3.8% ，达

2 182元。

（一）支农支出持续稳步增长。云南省始终

把增加农业投入作为财政支农工作的重点来

抓，支农支出（即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农林水气

部门事业费）连年增长，1992 年和 1993 年分别

较上年增长 16%和 29% ，1994 年，财政面临因

行政事业单位工资上调数额较多、支出压力较

大的困境，全省财政支农支出依旧比上年增长

5% ，高于同期财政支出 2.3%的增幅
，
全年共

实现支出 25 亿元，支出总额连续多年居全国前

列。1995 年全省财政支农支出预算安排 27.5

亿元，比 上年增加 2.46 亿元，增长 10% ，高于

同期财政总支出增幅 1.5 个百分点。省本级计

划安排支出 7.85 亿元，比上年初预算增加 2.7

亿元。

广东省财政支农支出，1992、1993 分别较

上年增长 24%和 40% ，1994 年实现支出 25.56

亿元，比上年增长 14% ，1994 年支出总额居全

国首位。为落实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广东省

在今年的全省农村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今年全

省经济工作的第一位仍然是农业，农业中首位

仍是粮食”，并对今年的粮食生产提出了更高的

目标，即要求全省粮食种植面积达 333.3 万公

顷，总产量 1 750 万吨。为此，把加大农业投入

作为 1995 年财政预算安排的重要原则，优先保

证农业部门经费必要增长。1995 年全省财政支

农支出预算安排 27.8 亿元，比上年增加 2.24

亿元，增长 9% ，高于财政总支出增幅。省本级

计划安排支出 5.73 亿元，增加 3 252 万元。

（二）突出使用重点，不断加大生产性投入。

云南和广东两省在努力增加农业投入的同时，

严格控制人员经费的过快增长，积极调整支出

结构，不断加大生产性支农投入，支援农村生产

支出比重逐年提高。云南省 1992、1993 年生产

性支农支出占两类支出比重分别达到 71 %、

72% ，1994 年因行政事业单位工资上涨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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