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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财政改革要做 到

“四个适应”

山东省财政厅副厅长 尹慧敏

回 顾近年来的财政改革，从公共财政目标的提出，到目前初

步建立起公共财政的基本框架，可以说财政改革年年都有新突

破。通过财政改革，不仅进一步理顺了分配关系，提高了财政资

金的使用效益和财政 管理水平，而且进一步强化了财政的职能，

有力地促进了财政经济的快速发展。从长远看，财政改革的任 务

还很艰巨，相当一部分改革目前只是刚刚破题。要进一步深化财

政改革， 当前关键是要解放思想，改进管理方式和理财观念，努

力做到 “四 个适应”。

一、思想观念要与改革要求相适应。财政改革由于涉及利益

格局的调整，困难大、 矛盾多，各个方面思想观念转 变的程度或

者说对改革的认识程度，直接影响着改革的进程。现在有些地方

财政改革进展不大，首要的原因是观念转变不到位，思想认识滞

后于改革发展的要求。“年年难过年年过，年年过得都不错”，看

不到改革的紧迫性，求稳的思想也比较普遍，怕冒风险等等。这

些思想观念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 了改革的进行。要深化财政改

革，必须首先统一思想，增强改革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要看到全

面创新财政管理模式，建立 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公共支

出管理模式是大势所趋。前些年财政一直保持 了较高的增长速

度，掩盖了一些深层次的收支矛盾。现在各方面对财政的要求越

来越高，财政增支压力越来越大，如不改革，矛盾和问题会越积

越多，改革的难度也会越来越大。同时，要注意发挥改革的示范

效应，让各方面看到改革带来的实实在在的效果，变“要我改革”

为“我要改革”。比如山 东省的高校后勤管理改革问题，起初学校

积极性不 高，但看到省财政重点支持的山 东农业大学后勤管理改

革的成效后，认识转变很快。目前这一改革已在全省各高校全面

推开，取得了明显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二、管理手段要与改革目标相适应。改革是手段，管理是基

础。要保证改革的顺利实施，管理手段必须跟上。比如国库集中

收付改革，客观上要求有严 密、高效的信息化管理 系统作支撑，

有单一、规 范的账户体系作保证。而现在大部分管理方式还跟不

上，有些部门、 地方至今仍处在手工记账阶段，多头开户的问题

也比较突出，集中收付大多局限在工资发放、 政府采购等少数领

域。现在有些改革虽 然方案设计比较周 密，但实施效果不理想，

其原因也是由于基础管理跟不上，管理手段比较陈旧 。所以 ，推

进财政改革，必须进一步重视和加 强基础管理，在改进管理手段

和方式上狠下功 夫。从培 养高素质、 高水平的管理人员方 面 入

手，全面提高各部门、各预算单位的财政财务管理水平，为各项

财政改革的顺利实施奠定基础。

三、资金运作要与市场化要求相适应。我国市场化改革已经

进行了二十多年，市场已经有了相 当的发展，原来许多依赖政府

拨款才能办的事情，现在完全可以通过市场机制办得很好。财政

要善于用市场经济的方式理财，在某些领域里，充分调动市场的

力量办事业。山 东省聊城市 2002年办 “礼花节”，起初准备要财

政安排80万元，后来政府决定改变运作方式，采用市场化手段把

“礼花节” 改为 “全国礼花比 赛”，并且将比 赛的 “冠名权” 也向

社会公开拉 卖，政府没拿一分钱，也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但

总体而言，现在类似的做法还比较少，很多方面仍然是财政大 包

大揽，不该拿的钱也拿了。因此，要深入研究市场经济条件下的

财政资金运作方式，要弄清楚财政的职责范围，善于用市场化的

手段办事业，能不花的钱，坚决不花。这不仅可以减轻财政支出

压力，而且也是转变政府职能和财政职能的要求。山 东今年拟结

合编制部门预算，对竞争性领域的财政支出进行清理，该退出的

一律不再纳入预算编制范围。对于行政部门所属的一些经营服务

单位，比如宾馆、招待所、培训中心等，一律不再安排支出。要

通过拍卖招租、承 包等方式，转让所有权、经营权，收益全部收

缴财政管理，推动后勤服务向社会化、市场化迈进。对于各类社

团组织，如学会、 协会、研究会等，从今年起，也不再安排新的

财政支出，促使社团组织真正走上社会、 服务于社会。政府搞财

源建设，今后要把精力放在优化发展环境，充分调动社会资源来

发展经济上来。

四、财政改革与配套改革相适应。财政改革作为一项社会系

统工程，需要 “破”的东西很多，需要 “立” 的东西也很 多，而

且其中每一方面的单项改革又都 包含许多内容，涉及方方面 面。

因此，在推进财政支出改革过程 中，必须重视和加 快 配套改革，

注意各项改革之间、 改革与管理之间、 改革与稳定和发展之间的

协调统一。一方面是要在设计财政改革方案、 选择改革路径时，

高度重视外部环境，做好规 划，使财政 改革与 其它改革相互协

调、互相促进，避免政策 “撞车”。另一方面，要重视和加快配套

改革，避免相互拖 “后腿”。比 如山 东的农村税费改革试点，进展

比 较顺利，除 了自身改革因素外，很重要的是配套改革及时跟

上， 包括 乡镇合并、 机构精简、职能转变，以及乡村组织运转等

方 面的改革，实行配套联动，因而取得 了较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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