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充分发挥作用的浪费。提倡勤俭节

约， 不能限制行政单位履行职能的正

常需要，而且随着财力的增长还要加

大对这部分的投入力度。要摒弃过去

那种少花钱就是节约的旧观念，树立

新的勤俭节约观： 一是不该花的钱一

律不花。行政单位必须严格按照批准

的预算及国家有关规章制度规定的开

支范围安排支出，凡是不允许花的钱

一律不得开支，堵住乱开支的口子。

二是制度允许的支出要按标准执行。

凡是规章制度有明确支出标准的应按

规定的标准开支， 不得随意突破标

准。三是将钱花好、 花出效益， 从

而做到花同样的钱，办更多的事，把

事办得更好。在某种意义上讲，这是

更大的节约。

第四 ， 科学定位，政策调控，推

进行政单位机关后勤改革。第一，坚

持为机关服务的原则。后勤服务机构

规模以满足机关需要为限，对现有多

余人员采取多种渠道自然疏散，一般

不要另起炉灶。第二，坚持对内为

主，对外为辅， 以外补内的原则。后

勤服务主要满足机关需要，如有条件

可以适当承担一部分对外服务， 以取

得收入补充对内开支，但以不影响为

机关服务为限。不得以对外服务为名

增加人员、设备，扩大机构规模。第

三，走引外入内的 “社会化” 路子。

机关后勤服务有其特殊作用，有的服

务项目可以逐步由社会承担，如招待

所、 托儿所、 修建队等；有的因工

作需要必须由机关自行承担， 如电话

班、 传达室 、 打字室等。因此， 不

能笼统地讲机关后勤服务社会化。对

可以实现社会化的项目，也要根据外

部客观条件，逐步实施，走引外入内

的路子。所谓引外入内， 就是某一服

务项目已经具 备 满足机关需 要的条

件，则可将其引入为机关服务， 与机

关完全是一种经济关系， 机关后勤此

项服务项目即可取消， 逐步达到缩减

机关后勤服务，实现机关后勤社会化

的目的。

（作者为财政部行政政法司副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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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财政制度创新是建立稳固、

平衡、强大财政的不竭动力， 是增强财

政实力和创新力的重要途径。当前地

方财政制度创新应 努力实现三大目

标：增强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提高政
府理财的综合效益、 防范地方财政风

险。围绕这三大目标，地方财政亟待完

成以下制度创新任务。

（ 一 ） 增强政府宏观调

控能力的制度构建

在我国，地方政府需要增强调控

能力， 湖北更应如此。湖北九省通

衢、 承东启西，有着良好的资源、 交

通、 人文等优势，然而在计划经济向

市场经济的转换过程中， 湖北的经济

已经远远落后于沿海省市，目前面临

的周边省市的竞争压力还呈加大 趋

势。推动地方经济的发展仅靠市场自

发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强而有

力的政府干预和调节，惟如此， 才能

提升经济发展速度。而令 人担忧的

是，由于受体制等因素的影响， 目前

地方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受到严重制

约。要改变这一状况，惟一出路就是

加强地方财政制度创新。

首先通过财政体制创新 ， 增强省

级财政实力。主要任务是完善省以下

分税制财政体制， 根据这些年来经济

结构的调整和财源结构的变化情况，

在增强各地发展经济、 培植财源积极

性的基础上，重点考虑如何增加省级

财政收入，增强省级对各地的转移支

付的能力，并尽快建立起规范、 科学

的转移支付制度。

其二通过对政府性非税收入管理

制度创新 ， 拓展地方政府理财空间。

同国外地方财政相比， 我国地方政府

非税收 入的 规模问题并不是主要问

题， 关键是管理问题。国 外的非税收

入完全由政府直接调控， 而我国的非

税收入不仅人大代表无法监督，就是

财政部门 也难知其详， 因为大部分非

税收入是由各个部门控制， 没有完全

纳入财政管理。当前需要从非税收入

管理制度上进行创新，将规模巨大的

政府性 非税收入纳入 财政的 管理范

围， 以拓展政府的理财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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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创新内容包括费改税、 扩大

非税收入纳入财政预算管理的范围、

对非税收入实行特别会计预算， 等

等。

其三通过财政投融资制度创新 ，

丰富和完善政府调控手段。地方政府

调控经济的手段在目前既定的制度环

境下非常有限。当前可以借中央实行

积极财政政策、启动民间投资的大好

时机，对财政贴息、财政担保、 财政参

股进行因地制宜的创新，以完善地方

财政投融资制度， 丰富地方政府的宏

观调控手段。

其四 通过国有资本运营制度创

新 ， 盘活政府的各种财源。其重点是

对国有资产进行转让、拍卖、联合、合

作等，以实现国有资产的良性循环和

不断增值。要以产权界定为前提，以产

权登记为基础， 以产权变动监管为重

点，以股权管理为突破口，以资本金预

算为手段，优化国有资产产权资源配

置。同时要对非经营性国有资产管理

制度进行创新，提高其使用效益。

最后进一步创新政府采购制度 ，

增强其调控经济的力度。政府采购制

度不仅是节约财政资金的手段， 也是

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有效工具。当前

创新的重点是建立和完善政府采购的

法律法规、 建立科学的政府采购管理

体制和统一的政府采购市场体系。

（二） 提高政府理财的综

合效益的制度构建

所谓综合效益是指涵盖经济、 政

治和社会多个方面的效益， 既讲宏观

上的效益又讲微观上的效益，既讲近

期效益又讲长远效益。政府理财的综

合效益具有战略性质， 关乎党和政府

的总体部署和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

全局，以效益为基本取向来构建地方

财政制度框架的意义就在于此。

一是通过财政收入制度创新 ， 提

高收入征管效率。要建立产值税收率

考核制度， 将财政收入与 G D P、 产值
和农特产品产量挂钩。进一步完善税

款直达制度，推行 “国库经收、税款直

达、 微机联网” 的税款征收入库制度模

式。

二是通过财政支出制度创新 ， 提

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要进一步加强

零户统管制度创新， 加强国库集中收

付制度创新，加强工资财政统发制度

创新， 建立财政资金使用效益考核评

价制度。

三是通过财政预算管理制度创

新 ， 减少政府运行成本。要改革预算

编制方法，在完善零基预算、综合预算

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部门预算制度

创新。要强化预算约束，淡化决算程

序。建立政府公共预算，完善预算管理

体系。

四 是通过财政监督管理制度创

新 ， 减少财政资金的浪费和损失。要

进一步加强会计委派制度创新， 建立

健全对重大预算支出的申报、 使用和

财政专项资金使用的监督制度， 建立

和完善财政监督与社会中介机构相结

合的监督管理体系。

（三） 防范地方财政风险

的制度构建

财政风险在不同的地方表现的方

式和程度不尽相同， 不发达地区要高

于发达地区， 县乡财政要高于省市财

政。县乡财政风险主要来源于累计的

财政赤字、 财政挂账、政府借款、国

债、 政府外债、 城乡信用风险转移、 社

会 风险 （如来自社 会保 障方面的 风

险） 和自然风险等方面。财政风险对

于政府正常运转和社会稳定运行潜在

着严重威胁。防范和化解财政风险是

地方财政制度创新的重要目标。

首先通过政府债务管理制度创

新，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在政府

的债务管理上，省财政既是债务人，又

是债权人，政府的债务风险是直接的

财政风险。要防范政府债务风险，必须

加强制度创新。要转换政府外债转贷

模式，科学确定贷款投向，实行政府外

债统一管理。建立政府债务监控、 核算

体系和定期报表制度，加强国内配套

资金和还贷准备金的统一管理。

其次通过社会保障管理制度创

新， 增强财政抵御社会风险的能力。随

着国有企业的改革逐步加快 、 政府机

构改革的逐步深化、 农业现代化的逐

步推进和产业结构调整力度的逐步加

大，我国必将面临新的就业压力。随着

人口老龄化逐步到来， 我国的社会保

障资金的收支矛盾也将日益突出。诸

方面的问题都潜藏着社会风险，需要

进行社会保障制度创新。重点是要建

立和完善社会保障预算制度，健全社

会保障管理机构， 并建立完善社会保

障税收和其它社保收入的征管制度。

最后是探索建立财政风险基金制

度， 化解来自县乡政府、 金融部门和自

然灾害的风险。

（作者为湖北省财政厅副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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