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利息， 改善银行的资产负债结构， 没

有挤迫银行超发货币。三是有效需求

不足成为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矛盾，

一般工农业产品供大于求，物价水平

较低， 即使扩大财政赤字和债务规

模，物价也很难大幅涨起来， 不会引

发需求拉上型通货膨胀。

第三，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不会引

发政府债务危机。尽管我国这几年财

政赤字不断扩大，但我国国债余额占

G D P 的比重仍然明显偏低， 1998—

2000 年，国债余额占 G D P 的比重分

别为 9.9% 、 12.7% 和 14.6%， 大大低

于国际公认的60%的警戒线指标。目

前大多数欧美国 家的这一比重均在

40 ～ 60% ，我国发行国债还有一定的

空间。况且， 从 2000 年开始， 我国

遵循国际惯例，将国债的 “还本” 和

“付息” 分开， 国债利息支出列入财

政预算支出项目， 这样，偿还利息支

出就有了预算监督和保障，以后再发

国债，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借新债还

旧债的问题，不会出现债务连本带息

滚雪球式的扩大。至于学术界提到的

各种财政隐性债务问题，如银行的不

良贷款 、 养老金 债务 、 地方政府债

务 、 外债等， 不完全等同于 财政债

务，目前银行等有关部门， 正积极采

取措施化解这些风险。应当看到，这

些债务是多年来国民经济运行所累积

起来的， 其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它

们只构成财政债务风险的可能性。从

中长期看，始终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

速健康发展的态势，各种隐性债务对

财政造成的压力不会很大， 还有可能

得到逐步化解， 随着财政收入的稳定

增加， 为将来偿还财政债务提供有力

保障。

四 、 积极财政政策的前

景如何？

“十五” 前期， 我国将继续实施

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依据是，原定

国债投资项目总规模约 2.4 万亿元，

1998—2000年已投资 1.5万亿元， 还

剩下近 1 万亿元的投资量， 中间不能

断档，需要再用两年左右的时间来完

成。这就是说， 2001 年和 2002 年每

年还要发行不少于 1000亿元的长期国

债，连同银行等方面的配套资金在

内，完成在建国债项目的投资量。此

外，西部大开发已经启动，西气东输、

西电东送、 进藏铁路、南水北调、防沙

治沙等一些重大项目已经上马或进入
前期准备阶段，也需要投入一定数量

的国债资金。这就是说，2001 ～ 2002

年要继续保持积极财政政策的连续性

和必要力度。从2003年开始，随着经

济的稳步回升， 可逐步减弱国债投资

力 度， 积极财政政策的退出是逐步

的，在退出的若干年内，仍将保持一定

数量的财政赤字和发行一定数量的国

债。“十五” 后期，随着经济发展周期

渐趋活跃，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和方

向会有所调整，也许那时我们不再称

之为 “积极的财政政策”，但财政政策

仍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因素。

1998年以来，我国实施积极财政

政策已经取得并将继续取得显著成

效。在可预见的将来，我国还将继续实

施积极财政政策。这是宏观调控政策

的一次大胆而有益的尝试。面对经济

周期的膨胀与紧缩，我们不仅具备了

治理通货膨胀的成功经验，也积累了

治理通货紧缩的宝贵经验，可以保持

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表明中央

宏观调控能力和调控艺术日趋成熟。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实施积极财政

政策的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将越来越

深刻地展示在人们面前。

（作者为国务院研究室宏观经济研

究司副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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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解决内蒙 古生态环境 日益恶

化，沙漠化、荒漠化土地面积扩大的

问题， 2000 年财政部拨付 3. 79 亿元

资金，专项用于内蒙古的防沙治沙工

程。为确保中央财政资金充分发挥效

益，2001 年 4 至 5 月份，内蒙古专员

办对内蒙古自治区中央财政防沙治沙资

金的使用和管理情况进行了专项检查。
检查大体分两个方面，一是分别到自

治区计委、 财政厅、国土资源厅调查

全区防沙治沙专项资金的分配情况、

拨付情况和草原沙化的治理情况，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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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选择投入资金相对较多、 沙化情况

各不相同，分属内蒙古东部、 中部、

西部的锡盟、 包头、巴盟 3 个具有代

表性的盟市进行检查，共抽查了 12个

旗县， 14 个财政局，7 个计划局， 15

个农牧林水局和 31个项目现场。由于

检查目的明确，工作重点突出，方法

科学合理，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一、 坚持专项检查与调查研究相

结合， 深入细致开展工作

1. 重点搞好对专项资金使用和管

理情况的监督检查。重点是检查各级

财政部门是否及时足额将中央财政防沙

治沙专项资金拨付到位， 并履行了对

项目主管等相关部门的监管职责；检

查当地计划部门、 各项目主管部门、

各项目实施单位会计核算是否规范；
现场检查围栏封育、飞播种草、 种植

沙障等防沙治沙工程是否取得成效。

经过检查发现，在专项资金的使用和

管理过程中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

题：一是当地财政部门虽能及时将专

项资金拨付到位，但对相关部门的监

管职责却没有履行到位；二是项目主

管部门、 项目实施单位在资金使用与

管理方面、财务会计核算方面存在许

多问题， 主要是未按基建财会制度进

行核算， 会计科目设置不全，会计记

录不完整， 会计业务的处理不能反映

经济业务的全貌，未编报会计决算和

会计报表；三是没有对中央财政专项

资金实行专户存储、专户管理和单独

核算，主要表现为有的项目单位将防

沙治沙专项资金与本单位经费共用一个

银行账户，混合开支、 混合记账，因

此造成部分防沙治沙专项资金被挤占、

挪用；四是有的防沙治沙工程项目投

入资金很大， 但治理成效很小，资金

使用效益低下。

2. 突出分析防沙治沙专项资金被

挤占、 挪用或浪费的原因。经过调查

发现，防沙治沙专项资金被挤占、挪

用的原因除当地财政 部门 “以拨代

管”，监管不到位，项目主管部门、

项目实施单位在管理上存在漏洞以及会

计人员业务不熟外，资金使用及管理

办法不明确是产生上述问题的重要原因

之一，突出表现在基层项目单位在资

金的使用与管理中无规可依， 本该列

支的不敢列支，不该列支的反而列

支，导致资金使用的混乱。如阿巴嘎

旗林业局将三菱越野汽车、车载电话

等在防沙治沙专项资金中列支，认为

只要是为防沙治沙工作专用，就都符

合列支范围；相反，东苏旗计委作为

项目主管部门，为提高防沙治沙工作

的效果，聘请专家讲授防沙治沙的科

技知识，发生的科技培训费 7000多元

却一直挂在账外，没有在防沙治沙专

项资金中列支。这些问题都在一定程

度上说明，防沙治沙专项资金的使用

与管理需要从制度上、政策上做出具

体的规定，以便于基层项目单位操作

并规范其行为，减少违纪问题的发

生，同时也便于财政、审计部门的监

督检查。
3. 深入剖析和查找导致中央财政

专项资金投入效率低的原因。经检查

发现，这 12个旗县虽然在名义上全部

完成或超额完成治理任务，但有些项

目治理效果并不理想，致使中央财政

防沙治沙专项资金成为无效投入或低效

投入。虽然气候干旱少雨是造成这一
问题的直接原因，但少数旗县片面追

求治理面积，忽视治理效果，责任制

未完全落实到位，防沙治沙科技含量

低，以及超载放牧等却是影响防沙治

沙效果的重要原因，这些问题如不加

以解决，中央财政即使投入再多的资

金，防沙治沙工作也不会收到理想效

果。
二、积极反映和汇报检查情况，

对存在问题及时整改

在结束对中央财政防沙治沙专项

资金的使用和管理情况的检查工作后，

内蒙古专员办对这次监督检查工作进行

了认真的汇总，起草了关于防沙治沙

工作的检查报告和调研报告，实事求

是地反映防沙治沙专项资金使用和管理

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具体的整

改措施。对属于会计核算、 财务管理

等方面的问题， 专员办要求全部予以

纠正；属于政府及有关职能部门工作

中存在的问题，实事求是地向当地政

府指出，并报告财政部和自治区政

府，同时提出改进建议；属于政策制

度不完善的问题，以《情况反映》的

形式向财政部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属

于政策机制方面的问题，也分别向财

政部、自治区政府提交了两份调研报

告，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为上级部门

决策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在检查工作结束不久，自治区政

府办公厅针对全区防沙治沙工作中存在

的突出问题，印发了 《内蒙古自治区

生态 环境建 设 项 目 管 理 办 法 （试

行）》 等 9 个文件，对于促进防沙治

沙工作顺利开展，规范各地区、各部

门行为，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为

了提高各旗县防沙治沙主管部门及施工

单位会计人员的业务水平， 自治区财

政厅还举办了全区基建 财会制度培训

班，对全区各旗县有关部门的人员进

行了业务培训。针对专员办查出和指

出的问题， 各旗县政府都进行了认真

的整改和纠正。

三、搞好专项检查工作的几点体

会

1. 监督检查必须紧紧围绕中央财

政的主体业务来进行。专员办开展监督

检查工作，应在保证完成财政部交办的

监督检查任务的前提下，紧密结合中央

财政管理制度的改革进程，结合本地财

政工作实际，以中央财政在本省收支重

点做为专员办的工作重点，因地制宜，

明确目的，切实贯彻落实党的各项方针

政策，维护中央财政监督权威，促进地

方经济发展。
2. 监督检查应围绕国务院及当地

党委、政府的工作重点及社会热点来进

行。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当地党委、政

府对专员办工作的理解和支持，查出的

各种问题也才能够最终得到有效解决，

从而不断扩大财政监督检查影响，在政

府部门以及人民群众心目中树立起专员

办机构依法行政、执法监督的良好形

象。

3. 监督检查必须创新手段，深入

细致进行工作。内蒙古专员办这次检查

取得了较好效果，主要是因为能放宽视

野，既查问题，又找原因，创新检查手

段，坚持监督检查和调查研究相结合，

采取深入细致的工作方法，针对不同的

问题，认真进行调查研究和深入分析，

并提出政策建议，对上级财政部门和当

地政府起到参谋和助手的作用。

4. 监督检查重点要向事前、 事中

转移，逐步建立科学规范的财政监督新

机制。要紧紧围绕中央财政的主体业

务，对中央财政专项资金实施全方位

监控，并把监督检查的工作重点逐步

由目前主要侧重于事后检查转向事前、

事中检查，同时应把如何提高中央财

政资金的使用效益作为一项重要课题，

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为中央财

政和地方政府决策提供第一手资料，

解决中央财政资金使用和管理中存在的

损失浪费 、效益不高、 管理制度不健

全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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