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传真

公共财政
要为重建家园撑起一片天

—— 四 川省财政厅厅长黄锦生谈震后恢复重建

本刊特约记者  ★邹 英  张晋伟★

“5.12”汶川特大地震给四 川人民

带来了惨重的人员伤亡和巨大的财产

损失。当前，受灾地区正处于从全力救

援转向恢复重建的关键时期，在这个

过程中财政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带着这一问题，记者采访了四 川省财

政厅厅长黄锦生。

正确把握财政部门

在恢复重建中的职能定位

“在恢复重建过程中，公 共财政无

疑是一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黄锦

生开门见山地说道。他认 为，中央财

政今年一次性安排 700 亿 元用于灾区

恢复重建，占 2007年全国财政总支出

的 1.41% ，加上四 川各级 地方政府安

排用于恢复重建的资金，总量上将会

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但相对于恢 复重

建的巨大需求来说，各级 政府可能投

入的资金将十分有限。

黄锦生认 为，恢 复重建作为一个

经济问题需要考虑优 化 配置各种要

素，让财政政 策成为有效调动各方力

量参与恢 复重建的杠杆，形成政府主

导与多方参与的联动机制。一方面，要

按照政府与市场的基本职能 划分，合

理界定财政资金的支持重点。对于商

场、酒店等商业性设施主要由经营者

筹资建设，若经营者确有困难，政 府

可提供一些政策上的支持；对于大多

数居民住宅，政府在给予适当补助的

同时，应该 鼓励房地产开发商到灾区

建房，政府提供土地、税费上优惠，同

时对房价实行相应管制。总之，恢复

重建的资金来源应该是政府补一块、

企业担一些、银行促 一手、社会帮一

把、受灾群众扛一点，一定要防止财

政陷入无 所不 包、四 面出击的被动局

面。另一方面，要综合运用财政政策，

通过财政安排的重建资金，吸引更多

的社会资金参与恢复重建。重建工作

要立足于构建政府引导市场的内生机

制，协调处理好政府力量和市场作用

的关系。即使是政府唱主角的基础设

施和公 共服务领域，也可充分运用市

场化 手段。

科学配置投入恢复重建的

各种资源和力量

黄锦生认 为，恢 复重建是一项 巨

大的系统 工 程，需要倾 注各级 政 府、

社会慈善捐助、省市对口 支援和受灾

群众生产自救等各方力量，如 果不对这

些资源和力量进行科学配置和统筹使

用，将会出现一些项目和区域资金富

余、资源浪费，而另一些项目和区域资

金短缺、资源不足等问题。

“我举个例子，这次地震后，灾区

有的学校受到的社会关注较多，收到

的捐款可以 重修几十个学校，而受到

关注较少的学校接收的捐款却寥寥无

几。这就需要我们科学配置投入恢复

重建的各种资源和力量。”黄锦生形象

地说道。

具体如何统筹发挥这些资源和力

量的作用，黄锦生认 为可从四 个方面

着手。在重建项目上，对各级政府、社

会捐助、对口支援和生产自救等不同方

面的建设重点要合理分工、有效协同，

确保科学配置资源、系统全面推进；

在资源分布上，需要畅通信息、有序

组织、有效集成，实现重建资源的均

衡配置；在组织力量上，要建立在一

级 政府领导下的部门协调联动工作机

制，统一工作步调，加 强沟通协作，提

高工作效率，把恢复重建的需求和供

给真正 衔接起 来，避免各级 各部门

“各唱各的调、各吹各的号”；在决策

机制上，既要听取专家的意见，也要

听取灾区群众的意见，比如安置方式

的选择、灾后产业布局的规划，应该

充分听取灾区群众的意见。

妥善安排恢复重建的

总体进程和项目重点

恢 复重建是一项 庞 大 而持久的

工作，涉及群众 生活安置、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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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恢 复生产、发展经济、保持稳

定等多项内容。在千头万绪的恢 复重

建工作中，财政应该如何找准切入点

呢？

“的确，恢 复重建牵涉到 经 济社

会 方方面 面，工 作千头万绪，必 须要

抓主要矛盾，统筹安排好恢复重建的

总体进程和项目重点，最大限度地发

挥财政职能作用，有力有序有效地恢

复重建。”面对记者的问题，黄锦生回

答道，“我们首先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

识，恢复重建将会是一个比较漫长的

过程。需要依据重建规划，按照轻重

缓急的原则有序推进，千万 不可一蹴

而就、急于求成、遍地开花。”

黄锦生提出，从 时间上看，第一

步应先恢复灾区住房、交通、能源等

基础设施硬件，这既是灾区的现实需

要，也能带动和引导社会其他资金投

入，有利于恢 复重建工作整体推进；

第二步是全面复兴和改善灾区群众生

活质量、经济发展能力，不仅使 灾区

经济社会逐步恢复到灾前状态，而且

要力争实现灾区未来的可持续发展。

从 空间上看，各级 政府应按照以 人为

本、民生为先的原则，将资金主要投

入到公 共服务领域的重建。首先解决

灾区群众吃饭、住宿、上学、就 医等

最急需、最迫切的问题；其次解决基

础设施修复和重建问题；再次解决政

府机构正常运转问题。要防止齐头并

进、本末倒置、先官后民的做法。从类

别上看，农村和城市的恢复重建应该

有所区别。对于农村，可以 采取给予

农民个人现金和材料补助的办法，引

导农民修建永久性住房，组织农民恢

复农业生产活动。这样既可在较短 时

间内解决永久性安置的问题，又可以

较快实现灾民生活自给，缓解政府供

给压 力。对于城市，要在妥善解决好

过渡安置前提下，允许适当延长恢 复

重建时间，要考虑政府、居民和社会

的承载能力，要允许对重建规划有优

化调整的过程，等等。

切实加强恢复重建

与常态工作的政策衔接

“恢复重建是一项特殊的工作，以

常态社会关系为基础制定的各项现行

政策，可能不一定全部适用于恢复重

建这种特殊情况。但是一味地‘特事特

办’可能又会破坏正常政 策秩序，导

致市场关系紊乱，带来一系列社会问

题。”黄锦生告诉记者。

在黄锦生看来，用好用活现有的

社会保障、移民搬 迁、新农村建设、

统筹城乡发展等常态政策，切实找准

以 上政策与恢复重建政 策的结合点，

在恢复重建中发挥好政策存量的作用

已经成为现实而迫切的命题。在灾民

安置上，要利用现有社保体系中的社

会福利、社会优抚 和社会救助政策，

对生活困难的灾民予以保障；对那些

居住地基本不具备生存条件的灾民，

需要研究如何与现行的移民政策结合

起来，实行移民搬迁、异地安置。在

村镇规 划上，要与新农村建设 和统

筹城乡综合发展规划结合起 来，防止

片面追求“高标准”重建，造成对原有

规划的全盘否定和城镇基础设施的浪

费。在恢 复生产上，要研究运用财政

贴息、税收 减免、财政补贴、政 府采

购等支持企业恢 复生产。如，农业 生

产扶持政策要与农业综合开发、农业

补贴、退耕还林等政策结合起来。

积极推进适应恢复重建的

财政体制机制创新

从今年起，四 川省明确要求各级

各部门要勤俭 办事、厉 行节约、支持

灾区。省级党政机关的日常公用经费一

律在年初预 算基础 上压 缩 10% ，市、

县党政机关公 用经费也要按一定比例

压 缩；党政机关停止购置非应急抢险

的公 务用车，压 缩一般性 出国考察、

培训和会议经费，节约出来的资金全

部用于抗震救灾。
“这些调整支出结构的措施，只是

使常态财政运行管理模式主动适应恢复

重建工作措施的一部分。”黄锦生补充

说道，在部门预算管理中，应对专款专用

的常态管理要求作适当调整，通过调整

结构、整合资金，为恢复重建提供支持；

在预算审批管理中，在现有的法律框架

内，对非常时期预算调整的审批程序作

出必要调整，以适应恢复重建资金需求

巨大
、
整合财力的需要；地方财政在可

承受范围内安排赤字，为恢复重建筹集

必须的资金；要考虑重建阶段地方财政

的收支矛盾，打破调度资金额度控制，

在资金调度上给予超常规支持，等等。

“有力有序有效地推进恢复重建，

需要各级财政切实履行职能，在科学

配置资源、加强政 策衔接、创新体制

机制方面狠下功夫，为恢复重建提供

积极的政策支持。”黄锦生用一句话对

这次访谈作了总结，这也是四 川各级

财政部门在今后一段时间的工作重心

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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