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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饭财政”的

错 位
李安华

“民以食为天” 的古训让人时

时感到 “吃饭”问题的重要。而近些

年，“吃饭”二字又频与 “财政” 连

用，成为各级党政领导讲话强调的

重点。于是，一些领导、学者将地方

财政定位为“吃饭财政”。但只要稍

一推敲，就发现此定位值得商榷。

首先，“吃饭” 不应成为一个财

政问题。所谓 “吃饭”，是对发工资

的形象说法。各地在编制财政预算

时，最先安排工资预算，人头经费打

足了再安排公用经费，最后安排经

济建设支出。因此，财政预算中最有

保障的是工资，“吃饭” 不应成为一

个财政问题。加 之经过多年发展壮

大，近年来地方各级财政收入及可

用财力有较大增长，不 少地方还连

创新高，产生了一大批亿元市县，财

政实力有了较大增强。因此，财政也

不应只是 “吃饭”财政。

其次，“吃饭” 不应是财政的主

要职能。按照 “一是吃饭，二要建

设”的原则，财政不仅有保 “吃饭”

的职能，而且有财源建设职能。保

“吃饭” 是第一位的，却是最基本

的要求；财源建设是第二位的，却

是最根本的要求。众所周知 ，经济

决 定财政 ， 财政 对经济有能动作

用。只有经济发展、 财源 茂盛，才

会有稳定的税收，财政支出才有保

障，否则一切无从谈起。从这种意

义上讲，财源建设应是地方财政的

主要职能。因此，各地要牢固树立

财源建设思想，无论建立何种财政

体制，都要把财源建设作为财政工

作的 “重中之重”，集中主要精力

抓 紧抓好。放弃财源建设，从生产

竞争性领域全部退出财政职能，是

一种机械的形而上学思想。不仅违

背了经济与财政的基本原理， 而且

难从根本上解决 “吃饭” 财政问

题。

再次，“吃饭” 不应作为财政支

出的重点。近些年，一些地方机构过

度膨胀，人员严重超编，使财政资金

大部分用在了人头经费上，这是地

方财政成为“吃饭财政”的重要原

因。工资性支出比重过大，将产生一

些负面作用。一方面，在预算财力一

定的前提下，人头经费过大，必然挤

占地方预算内生产建设资金，削弱

地方发展经济能力；另一方面，工

薪族工资主要用于购房、 购家电和

日常消费，资金结 余在股市和储蓄

流动，没有直接进入生产投资。消

费结果是，或资金固化、 或持币闲

置、 或向货物购进地区（一般是沿

海发达地区）外流，不能支持本地

生产投资，有的甚至会对本地经济

产生负作用。
综上所述，地方财政不应定位

为“吃饭财政”。但目前一些地方

财政的 “吃饭”问题确实突出，党

中央、 国务院十分关心 和重视，反

复强调 “一是吃饭，二要建设” 的

财政原则，要求各地把 “保吃饭”

作为政治任 务对待，抓紧研究解决

的办法。同时采取果断措施，实行

工 资统一发放 改革，建立 工 资专

户，保证干部职工工资及时发放。

今年又在中央、省级机构改革基础

上， 全面推行市县机构改革。因为

解决 “吃饭财政” 问题，只 有 靠

精简机构及人员。相信随着这些改

革措施到位和地方经济的进一步发

展，“吃饭财政” 问题将会逐步得

到解决 ，地方财政 “错位” 问题

将会得到纠正。

（作者单位：湖北省孝感市财政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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