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被破坏严重，森林覆盖率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我国

耕地、水和矿产等重要资源的人均占有量都比较低，今

后随着人口增加和经济发展，对资源总量的需求更大，环

境保护的难度也更大。西部和民族地区是我国的生态屏

障，是保障国家生态安全的关键地区。其生态环境状况

如何关系到我国全体居民的生存质量和整个社会的发展

空间。搞好西部和民族地区特别是长江、黄河源头和上

游重点区域的生态建设，对于改善全国生态环境，实施

可持续发展战略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如何协调资源开发

与生态保护的关系，不仅对西部和民族地区而且对全国

生态建设都有重大意义。

（四）造血与输血的关系问题。长期以来，国家对西

部民族地区给予了多种倾斜政策，不断加大对民族自治

地方财政支持力度。国家通过一般性财政转移支付、专

项财政转移支付以及其他方式，增加对民族自治地方的

资金投入，促进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逐

步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从 1955 年起，中央财政就

设立了“民族地区补助费”，1964 年设立了“民族地区机

动金”等专项资金，并通过提高少数民族地区财政预备

费的设置比例等优惠政策，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发展经

济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1980— 1988 年，中央财政对

内蒙古、新疆、广西、宁夏、西藏等 5 个自治区以及云

南、贵州、青海等 3 个少数民族比较集中的省实行财政

递增 10% 的定额补助制度。1994 年，国家实施以分税

制为主的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原有对少数民族地区的补

助和专项拨款政策全都保留下来。为配合西部大开发战

略的实施，2000 年起中央财政对内蒙古等 5 个自治区

和云南等 3 个少数民族比较集中的省以及其他省的少

数民族自治州，建立了针对民族地区的专项转移支付制

度，实行政策性倾斜。另外，全国各省市，尤其是东部

发达省市通过结对帮扶的形式也对民族地区给予了许

多无私的帮助。可以说，对民族地区的“输血”起到了积

极的作用，这是有目共睹的。但是仅靠“输血”不能从根

本上解决民族地区发展相对落后的问题，因此，在继续

“输血”的同时，各级财政部门要研究如何帮助民族地

区增强自身“造血”的能力。通过“输血”改善民族地区

发展经济的条件，通过“造血”增强民族地区发展经济

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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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旭人部长赴天津调研

11 月14 日，谢旭人部长赴天津就财政

经济形势、财政科学化精细化管理、注册

会计师行业党建工作等进行调研。谢旭人

指出，各级 财政部门下一步要认 真抓好财

政预 算工作、财政管理基础性工作及“小金

库”治理工作，继续实施好积 极 财政 政 策

的各项政策措施，努力促进经济平稳较快

发展。

（本刊记者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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