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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省情促改革

  与时俱进谋发展
李隆昌贵州省财政厅厅长

党的十六 大报告提 出 了新世纪、 新阶段 财政工作的重

点，为我国财政改革与发展指明 了方向。财政 工作在全 面建

设小康社会的伟大进程中肩 负着重要的历 史使命。深化财政

改革，加 快财政体制创新， 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 强有力

的保障，是我省新时期财政 工作面临的一项重要任 务。
1 998年以来，贵州财政 紧紧抓住实施积极财政政 策和西

部大开发战略的有利时机，通过发展经济、 广开财源、 加 强

管理，财政收 支规模逐年扩 大，地方财力不断壮 大，有力地

促进了全省社会经济和各项 事业的长足 发展。从 1 997 年到

2002 年，全省财政总收入从
1 06亿 元增加到 203亿 元，年均

递增 1 3 .9%。地方财政 收入也从 1 997年的 57.9 亿元增加 到

2002年的 1 1 4亿 元，年均递增 1 4 .5%。财政赤字县由 1 997年

的 46 个减少到 2002 年的 24 个，财政赤字额由 1 997 年的

2.55 亿 元下降到 2002年的 1 .66亿 元。财政总收入超亿元的

县由 1 997 年的 2 1 个增加 到 2002 年的 35 个。全省县 级财政

也向 当年实现收 支平衡方向 发展。

但我们还要清楚地看到，我省的基本省情仍然是经济总

量小，人均水平低 ，贫困 面 大，贫困程度深，财源结构单一

的局 面仍未从根本上改观，经济发展中深层次、 结构性的问

题尚 未根本解决。经济基础的薄弱，致使我省财政 支出总量

有限且水平低 ，财力不足使 全省预算安排缺乏必要的回 旋余

地，在宏观调控尤其是调整产业结构和培 养新兴替代财源等

方 面 显得 力 不 从心。特别是近年来减收因素的影响依然存

在，增支因素不断增多，支出需求旺盛而财力增长受限，财

政收支平衡难度加 大，尤其是部分县 乡财政困难程度加 深，

保工资发放和机构运转仍然困难。

党的十六 大绘制 了 全 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蓝图，国家

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 ，加 快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逐步缩

小地区间发展差距，这为我们从根本上改 变贵州落后 面貌，

加快贵州经济发展，振兴贵州财政提供 了 难得的历 史机遇。

贵州资源丰富， 发展潜力较 大，多种类型的土地、 气候资源

与生物资源相结合，有利于发展立体农业和绿色产业；储量

巨 大的煤炭资源 与水能资源相结合，有利于形成煤电并举、

水火互济的能源优 势，为我省西电东送提供 强有力的能源支

撑；优 美的自 然风光、 浓郁的民族风情、 多彩的人文景观 与

宜人的 气候相结合，有利于发展独具特 色的旅游业。为此 ，

我们必 须认真分析研 究我省财政经济现状和发展优势，充分

发挥财政 对经济的调控作用，引导和调节社会投资范围和方

向，以此推动全省经济的持续、 快速、 健康发展。

一是按照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

创新，调整和理顺财源建设工作思路。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实

施积极财政政 策的各项措施，把财源建设重点转移到促进我

省经济结构调整和区域经济发展上来，全面提高我省财源建

设项目的科技含量和综合效益，促进财政收入稳定增长，努

力扩 大财政资金总量，发展和壮 大财政实 力。增加 财政收

入，要标本兼治。从长远看，决定财政增收最根本、 最关键

的因素是如何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增长。目前，我省经济结构

不尽合理，经济总量不足、 市场化程度不高等都是制约经济

发展的重要原因。而这些问题的解决，还有待于通过长期艰

苦的努力 来实现。当 务之急是强化税收征管，堵塞各种跑冒

滴漏，做到应收尽收。通过加 强税源监控，改进征管手段，

规范征管效率，努力把实现的财政收入及时足额收上来。同

时还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拓 宽财政增收的渠道，逐步构筑多

元化的财政增收体 系。

二是 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 为、输血 与造血 、 致
富和治贫、 改革与可持续发展相结合的工作思路，充分发挥

财政在经济发展中的宏观调控功 能。大 力支持 交通、 通讯、

能源、农田 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加 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

进一步优化财政资金供给 范围，着力 解决 财政供 养人口 过

多， 包揽过宽的问题，逐步减少财政对竞争性领域的直接投

资。要严格管理，强化监督，确保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和政策

效益的发挥。一方 面要继续完善财政分配体制，逐步完善省

对下转移支付政策；另一方 面，要进一步加 强对各项财政性

资金的监管工作，通过深化国库集中支付、政府采购制度等

改革，切实加 强资金使用全过程的监督，使之透明、 公平，

减少人为因素的干扰，保证财政性资金运用的合理和有效。

三是进一步加大支出结构调整 力度，保工 资、 保稳定、

保重点。要以建立公共财政基本框架为 目标，规 范财政资金

供给范围，特别是要努 力保证教师、 国家公 务 员工 资和 离退

休人员生活 费的发放，努力保证农业、教育、 科技 、 生态环

境建设等重点领域、 重点项目的资金需要。要继续发扬艰苦

奋斗的延安精神，严格按《预算法》办事，坚决压缩一般性

支出，严格控制人、 车、 会、 话 支出，严 禁铺张浪费。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要最大限度地有效发挥财政

职能作用，以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为指导，一切从实际 出

发，与时俱进，开拓进取 ，不断谱写贵州财政 发展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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