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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五次党代会明

确提出，“八五”期间财政工

作以开展“两扭两创”活动

为突破口，把财源建设放在

首位，大力发展生产，提高

经济效益，逐步实现财政经

济的良性循环。“两扭”，即

财政补贴县要逐步扭转补

贴面貌，亏损企业要逐步扭

转亏损局面；“两创”，即在

“八五”期间，县级财政收入

分别创3 000万元、5 000万

元、8 000万元、1 亿元，大中

型工业企业实现税利分别

创1 000万元、3 000万元、

5 000万元、1 亿元，中小型

企业实现税利分别创 100

万元、300 万元、500 万元。

围绕“两扭两创”目标，河南

省结合实际，采取措施，并

取得初步成效。1991 年，县

级财政收 入比上年增长

10.5%，超过全省增长幅度

4.8 个百分点；财政收入超

过 3 000万元的县（市）由

1990 年的 37 个增加到 48

个，超过 5 000 万 元的 县

（市）由 7 个增加到 16 个；

全省工业企业亏损户数比

上年减少 96 个。1992 年

1—10 月，县级财政收入又

比上年同期增长 11.9% ，

补贴县扭补情况也出现了

好的势头。

（一）明确指导思想，实

行分类指导。一是坚持把财

源建设放在首位，对全省各

县（市）区别不同类型，实行

分类指导。对以产粮为主的

平原农业县，特别是对全省

40 个粮食基地县，重点发

展粮食的深加工和农副产

品的加工增值；对烟叶集中

的区县，在稳定烟叶生产的

基础上，逐步调整单一的财源结构，改变财政“靠天收”

局面；对山区县，立足当地资源优势，搞好开发利用，尽

快把潜在的资源优势变成经济优势、财政优势；对城市

郊区县，充分利用城市的辐射功能，坚持高起点、高技

术、高效益开发，发展城郊型经济。二是紧紧抓住提高

经济效益这个中心，壮大财源。省里在现有企业中筛选

了 118 户企业（这些企业“七五”期间的上交税利占预

算内工业企业上交税利总额的 70%左右），作为促进财

政良性循环的重点企业，在资金、能源、原材料、运力等

方面给予重点支持，巩固和培植骨干财源。三是坚持以

自力更生为主，多渠道筹集资金，支持生产发展。在目

前财政和企业都比较困难的情况下，要求各级财政调

整支出结构，压缩非生产性支出，挤出资金支持生产发

展。同时，大力发展财政信用，拓宽理财领域，搞活资

金，强化财政的生产建设职能。

（二）制定政策措施，促进“两扭两创”规划的顺利

实现。自 1990 年开始，全省各级政府层层制定了“两扭

两创”规划，并为实现“两扭两创”规划目标，相应制定

了以下主要政策措施：

1.各级财政每年要在预算内安排一定数量的资

金，支持企业发展生产。对省政府确定的 118 户促进财

政良性循环企业，以及创税利大户的企业，要优先给予

支持。

2.省财政每年安排一定数量的提前补贴款和工业

扶贫款，支持补贴县、贫困县发展工业生产。省各家银

行每年筹集一定数量的资金，用于扶持县级发展工业

生产，省、市（地）、县财政按“三、四、三”比例贴息。

3.鼓励企业多渠道筹集资金。凡企业直接引进国

外资金用于技术改造的，省经济技术开发公司按引进

一美元外资，配套二元人民币贷款。

4.各级财政部门每年安排的科技三项费用，用于

工业企业新技术开发和新产品试制费部分不得低于

30%。

5.企业留利部分要拿出 10—20%补充自有流动

资金，拿出 10%建立企业新技术开发、新产品试制基

金。

6.对政策性亏损企业，要逐户核定亏损补贴额，实

行定额补贴或亏损总额包干、超亏不补、减亏分成（或

全留）的办法，各级财政要切实保证定额补贴资金及应

补亏损及时拨付。

7.大力组织收入、强化税收征管，特别是要加强对

集体企业、乡镇企业、个体经济和集贸市场的税收征管

工作，杜绝各项税收的跑、冒、滴、漏，把该收的钱及时

足额收缴国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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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努力压缩非生产性支出。财政补贴县、贫困县在

没有改变面貌前不准搞楼、堂、馆、所，行政事业单位不

准购买小轿车，要把有限的资金真正用于发展生产。

9.稳定干部队伍。县长、厂长要相对稳定，一般情

况下，县（市）长、厂长任职期与“两扭两创”目标尽可能

一致，确因工作需要或按法律规定任职期满有关领导

变更时，下一任领导要继续承担并履行“创收扭补”或

“创税利扭亏”合同中所确定的责任目标，以保证工作

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三）实行目标管理责任制，严格考核制度，兑现奖

罚政策。对财政收入创八千万和亿元的县市以及扭补

县，省与市地、县签订创收扭补目标责任书；对扶持的

创税利大户签订贷款合同和项目实施目标责任书，确

保规划顺利实施。每年第一季度各级“两扭两创”领导

小组办公室要对下一级及直属企业上年度“两扭两创”

目标完成情况进行考核。

（四）认真筛选项目，积极筹措资金，狠抓规划实

施。河南省各级“两创两扭”领导小组和财政部门组织

专门力量，对列入扭补创收规划的县和一部分创税利

大户企业进行认真调查，帮助落实规划。1991、1992 两

年，河南省共筹措“两扭两创”资金 12.4 亿元（其中：银

行贷款 3.24 亿元，企业自筹 3.31 亿元，各级财政通过

拆借、引进及利用间歇资金等筹措 5.87 亿元），共扶持

50 多个县，170 多个技改项目。这些项目投产见效后，

可新增产值 33 亿元，新增利税 7 亿元左右。

（五）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狠抓扭亏增盈。河南

省“两扭两创”领导小组及财政厅会同省计经委等部门

一起，积极组织力量认真分析企业亏损居高不下的问

题和原因，制定了一系列的措施和办法，将全省扭亏增

盈任务层层分解到各市地县、企业和省直工业部门，并

分别与各市地主管负责人签订扭亏增盈目标任务书，

形成了一级抓一级、层层有目标的目标责任体系。要求

所有发生经营性亏损的企业都要限期扭亏。对按时完

成扭亏目标或扭亏为盈的企业，由当地政府给予企业

职工一次性奖励和通报表彰，并在安排资金、项目等生

产经营条件方面给予倾斜。对扭亏为盈的大户，除给予

奖励外，利用新闻媒介通报表彰，推广经验。对不能按

期扭转经营性亏损的企业，对经营者就地免职或降职，

不搞易地作官，企业干部、职工减发工资或只发生活

费。

（六）深化乡镇财政改革，抓好乡镇财源建设。一是

健全管理体制，强化乡镇财政职能；二是对凡列入乡镇

级的财政收入，原则 上都放给乡镇管理，促使乡镇领

导当家理财，量财办事；三是完善“一包三年，多收多

支，少收少支”的乡镇财政包干体制，调动乡镇政府抓

财源建设的积极性；四是因地制宜，积极筹措资金，大

力支持乡镇企业发展；五是将乡镇级财政创收扭补纳

入县级财政创收扭补规划，进行目标管理，形成上下一

心抓经济振兴、抓生产发展、抓财源建设、抓创收扭补

的强大合力。

财源建设

我们是怎样扭 转

补贴 县 面貌的

渭南地区财政局

渭南地区位于陕西省关中东部，长期以来，由于历

史的原因，农业经济比重大，工业起步晚，财政收入少，

所辖 12个县市区有 7 个县市财政吃补贴。从 1984 年

起，渭南地区把县级财政扭补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

经过多年的艰苦努力，到 1992 年底，澄城、韩城（市）、

华县、华阴（市）、潼关、白水、合阳 7 县市全部摘掉财政

吃补贴的帽子。其中，完成扭补任务较早的澄城、韩城、

潼关，在不断巩固扭补成果，保证经常性支出的基础

上，还逐年增加了对生产、技改方面的投入。

几年来，我区围绕扭转补贴县面貌这个目标，主要

抓了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统一思想，坚定信心，动员各方面力量抓扭补。

财政扭补工作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系统工程，涉

及到上下左右，各个方面，所以单靠财政部门去抓是不

行的。只有在各级政府的统一领导和规划下，动员各方

面力量共同努力，才能收到成效。但是，对扭补工作认

识并不统一，有一些县（市）吃惯了社会主义的“大锅

饭”，认为扭补“吃亏”，或过分强调困难，悲观情绪严

重；有的经济部门认为扭补工作与己无关，因而不能积

极配合。面对这些思想障碍，我们自始至终狠抓了提高

认识，改变观念这个重要环节，通过反复动员启发，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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