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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正式启动培训

研究等课题开发工作

为了深入研究当前财政改革与发展

中的重大问题，加大干部教育培训工作

的深度和广度。日前，财政部培训课题

开发工作正式启动。

为做好这项工作，财政部专门成立

了财政部培训研究课题开发工作领导小

组和“财政改革与发展重大问题研究”

课题组。培训研究课题开发工作领导小

组由楼继伟副部长担任组长，成员包括

财政部有关业务司局的主要领导和干部

教育中心有关负责同志。领导小组对财

政部有关司局提出的科研课题计划进行

了审定，从中遴选出与财政中心工作紧

密联系的 10项课题，列入财政部2001

年培训研究课题开发计划。这10项课题

分别是：建立公共财政框架研究、税费

改革问题研究、宏观经济预测分析模型

研究、我国农业税制改革问题研究、我

国房地产税改革问题研究、预算编制改

革问题研究、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

试点专项经费拨款方式改革研究、事业

单位支出定额制度问题研究、行政经费

预算定额研究、财经秩序混乱的现状、

根源及对策研究。
“财政改革与发展重大问题研究”

课题为对策性研究课题，对当前财政改

革与发展进程中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研

究。课题组由楼继伟副部长担任组长，

课题组成员包括有关高等院校的专家教

授及财政部干部教育中心有关负责同

志。课题组初步拟定了各子课题的选

题，并于2001 年 1 1 月 9日在北京召开

了“财政改革与发展重大问题研究”课

题座谈会，邀请财政学界的一些著名专

家学者对子课题的选题进行了审定，从

中遴选出有重大现实意义的 12 项子课

题列入研究计划，分别是：积极财政政

策问题研究、面向 W TO 的中国财税政

策问题研究、税费改革问题研究、建

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问题研究、 构建

公共财政框架问题研究、部门预算编

制问题研究、国库集中收付制度问题

研究、 政府采购问题研究、财政风险

及其防范问题研究、政府预算会计问

题研究、地方财政问题研究、 财政体

制模式改革研究等。
（蔡培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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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港市个体私营

经济发展迅猛

去年前三季度，张家港市个体私

营经济入库税收 5.1 7 亿元，同比增长

114.9%，占财政收入的比例由 2000年

末的17.4% 迅速提升到22.8% 。个体私

营经济正日益成为该市多种经济成份中

发展速度最快、增长潜力最大的一支新

生力量。
近年来，张家港市把个体私营经

济放到经济发展的战略位置。从2000

年起，该市组织有关部门对个体私营

企业实际负担进行了调查，对有关收

费项目及转制企业各项规费进行了清

理，取消了 20 个收费项目，调整了 6

个收费项目，对保留的收费项目和标

准全部编印成册，分发到全市个体私

营业主手中，有效地防止了乱收费、

乱罚款现象的发生。同时制订了 70 条

鼓励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优惠措施，

并积极推进民营工业小区建设，实现

载体助动。到去年 8 月底，全市民营

小区已启动面积 6884 亩，投入配套资

金3.13 亿元。为实行产业推动，张家

港市充分利用自身工业基础和产业优

势，积极引导各镇发挥和依托区位、

资源、产品、人才等优势，发展块状

经济，构建产业特色。目前，该市已

初步形成了塘桥的纺织，妙桥的针

织，大新的五金工具，德积的氨纶纱

等块状经济特色明显的地区。并着力

培育规模骨干企业，鼓励企业做大做

强，实行龙头带动。张家港市还始终

把强化服务，作为给个体私营经济发

展营造良好外部环境的一个重要突破

口。为改进机关服务，张家港市委、

市政府多次召开机关作风会议，并成

立了机关服务监察中心。积极推进行

政审批制度改革，组建了苏州第一家

行政审批服务中心，负责全市工业、

三产项目的行政审批工作。全市行政

审批总事项从原来的1447项减少到805

项，其中审批、审核事项从原来的 806

项减少到 381 项，减幅为 53% ，审批

时限比原来压缩了一半。
（黄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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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市财政扶持种植业

结构调整成效显著

自 2000 年起，合肥市由财政牵

头，依托安徽省农科院、安徽农业大

学等科研单位的技术优势，采取财政

专项资金与科研技术推广 “捆绑” 扶

持的新方式，开展了种植业结构调整

的试点建设，并取得显著成效。

目前，全市已在首批立项的三个

试点乡镇，累计完成财政专项投资 127

万元，完成了蔬菜、 西甜瓜、安农水

蜜桃、甜玉米、黑豆、良种繁殖等 1 2

种具有一定区域特色和优势的结构调整

模式建设，初步实现了示范3000 亩、

辐射3万亩的建设目标。通过项目建设

的示范引导，不仅使项目区农民转变

了传统的耕作种植习惯，获得了新的

农业生产技术和方法，提高了科学种

田的水平，而且还取得了农业增效、

农民增收的显著效果。肥西县烟墩乡

项目区农户原生产传统粮油亩均收入仅

890 元，通过种植模式的调整，亩均

收入增至2000 元以上，人均收入由立

项前的 1 680 元增至 1 980 元，增长

1 8 % ，核心示范区农业生产总收入

396.5 万元，纯收人 258 万元，辐射

区收入达 1300万元。
（范 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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