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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财政局完成

《公共财政框架中的

财政监督》课题

日前，由北京市财政局监督检查

课题组完成的 《公共财政框架中的财

政监督》 课题通过了专家小组的鉴

定。专家们一致认为，该课题理论联系

实际，对财政监督理论及实务进行了

认真细致的研究，达到了目前国内领

先水平，具有开拓性，在一定程度上填

补了国内财政监督研究不足的空白，

具有很强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对于指

导我国当前的财政监督工作将起到一
定的推动和促进作用。该课题在以下

几个方面的研究有所突破：一是认为

财政监督是实现财政政策的一种手

段，而不是财政职能之一；二是将财政

监督与公共财政结合起来进行研究，

对于我国公共财政框架的建立以及提

高财政资金使用的合法性、合规性，尤

其是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具有指导

意义；三是提出了财政监督的根本目

的在于通过监督中发现的问题，并通

过一定的反馈程序，来完善财政管理

中的规章制度，以便从根本上来提高

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四是对财政监

督的评价机制以及财政监督模型提出

了展望，具有一定的前瞻性。
（本刊记者）

信息快递

宁夏自治区财政厅

大力支持教育事业发展

由于历史、社会、自然条件等各

方面的原因，宁夏民族教育事业发展

的总体水平比较落后。为彻底改变这

种状况，近年来，宁夏各级财政部门

始终把不断增加投入作为 “科教兴

宁”战略和贯彻实施民族教育条例的

重要措施长抓不懈。同时，大力调整

财政支出结构，积极筹措资金，并制

定一系列重要的政策和措施，有力地

促进了宁夏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据

统计，1991年至200 1年的 10余年间，

宁夏自治区用于教育的投入平均年增

长幅度达 20.8 % 。“九五” 以来，自

治区教育经费支出共计41亿多元，相

当于同期地方财政收入的近一半。在

资金使用的过程中，他们按照建立公

共财政的要求，针对不同阶段、 不同

类型采取不同的扶持政策，科学、 合

理地划分支出分类，突出资金使用效

益。“九五” 以来， 支持建成了多

所在办学条件、 师资水平、 教育质量

和学校管理等方面都达到较高水准的

回民中小学。此外，自治区还在每年

预算中安排专项资金，用于解决回族

聚居地区 少数民族适龄儿童入学率

低、巩固率低、 辍学严重等问题。目

前，宁夏少数民族适龄儿童和女童入

学率比 10 年前均有显著提高。

（陈 延  姚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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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市财政部门

扶贫济困落到实处

石家庄市财政部门将扶贫济困作

为实践 “三个代表”的具体体现， 充分

发挥财政职能作用，加强社会保障资

金的筹集管理，全力保障下岗职工、 城

镇贫困居民等城市困难群体的基本生

活需要，有力保障了社会稳定。

强化资金征管。完善资金筹集制

度，认真落实筹资任务，在保证财政
资金落实的同时，积极督促社会、企

业自筹资金的及时到位。200 1年通过

多种渠道全市共筹集下岗再就业、 城

镇贫困居民生活保障、 失业救济资金

2.94 亿元，企业基本养老金 12.64 亿

元。

加强资金管理，保障资金有效使

用。建立社会保障资金专户。再就业

资金实行分级筹集、 分级管理、 专款

专用。各企业再就业服务中心设立专

户，实行专人管理，严格实行一支笔

审批，由劳动部门提出使用计划，经

市政府同意后，财政统一拨付。规范

发放程序，企业下岗职工生活费发放

要经过张榜公布，本人签字领取。城

市贫困居民生活保障、 养老、 失业金

等严格按标准和实有人数逐月发放。
2001年共落实下岗再就业资金 1 .32亿

元，救助 38 万多人次；拨付城镇居

民最低生活保障和失业救济资金1 .04

亿元，发放企业基本养老金 1 1 .2 亿

元，“三条保障线”和 “两个确保”

得到了较好落实，维护了人民群众的

切身利益。

（霍 强）

信息快递巴林左旗财政局规范

财政资金供给范围

为了彻底解决财政资金供给存在

的 “缺位”与 “越位”问题，2001年，

内蒙古巴林左旗财政局在规范财政供给

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做到了 “一保、

二增、 三强、四扶、五稳、 六退”。—

保，即保证国家机关的正常运转和资金

需要。在保证公职人员工资和政权机关

正常运转经费需要的同时，对政法部门

的专项经费给予必要保证，公检法司支

出比上年增加36.1 % ；二增，即增加社

会保障支出。社会保障补助支出、抚恤

和社会救济费、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经

费分别比上年提高了 14.3% 、 5.2% 和

37.2% ，并且开设了社会保障基金财政
专户，确保专款专用；三强，即强化科
学技术推广工作。全旗科技三项费用支

出比上年增加了142.9% ；四扶，即大

力扶持社会公益事业发展。2001年的

教育事业费、卫生经费、 文体广播事

业费、 工交事业费支出分别比上年增

加 52% 、 39.6% 、 29 .5% 和 129.4% ；

五稳，即稳定农村牧区。2001年投入

农牧区不发达地区资金和农林水利气象

等部门事业费分别比上年增加23.3% 、

20.8% ；六退，即财政资金逐步退出

竞争性领域。2001年投入的企业挖潜

改造资金比上年减少 60.6% 。

（孟 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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