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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求各级领

导干部都要重视和坚持学习财税知识，

熟悉财税政策和财税法规，牢固树立为

人民当家理财的思想，不断增强领导和

管理经济工作的本领。这不仅对各级领

导干部组织和管理经济工作有着十分重

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对广大财政干部更

好地做好财政工作，具有直接的、现实

的指导意义。

一、做好财政工作，既要学习好

财税知识，又要宣传好财税政策、 法

规。学习和掌握好财税理论和业务知

识，宣传和贯彻好财税政策和财税法

规，既是我们财政干部的当务之急和

首要职责，又是做好财政工作的前提

和根本保证。在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 财税理论和实

践的发展加快，新知识、 新情况、 新

问题越来越多， 财政干部必须积极跟

上这种发展变化的新形势和要求， 不

断更新和充实财税理论和业务知识，

学习好、 贯彻好、 执行好财税政策、

法规， 并坚持做到 “三个结合”：一

是坚持理论学习和实践调研相结合，

不断转变工作思路。通过学习，“校

正” 自己的思想认识和思维方式， 确

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切合现行政

策和法规要求的财政工作思路；通过

实践和调研，揭示贯彻执行财税政

策、 法规和财政工作中存在的矛盾、

问题和困难， 深入研究探索化解矛

盾、 解决问题、 克服困难的新思路、

新对策，为领导决策、 政策调整和法

规制定提供依据。二是坚持学习法规

与依法行政相结合，切实改进工作方

法。加强财税和行政法规的学习， 熟

悉和掌握执法的依据、 程序和标准，

不断规范财政执法行为，严格依法行

政、 依法办事、 依法理财， 切实改

变不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 “惯性” 作

法。三是坚持重点学习与系统学习相

结合，努力提高工作本领。财政干部

既要立足本职，重点学习、 谙熟与本

职岗位工作密切相关的财政业务知识、

法律法规和各项政策，练好岗位技

能， 又要全面系统地学习和了解财政

工作所涉及到的财税、 财会、 金融、

行政、 经济管理等相关理论、业务、

政策、法规以及办公自动化知识。同

时， 坚持专业教育 、 专题培训、 定

期轮训和个人自学相结合，多种学习

形式并举；坚持财政部门领导干部带

头学习，努力在财政部门内部形成浓

厚的学习氛围，促进财政干部队伍整

体素质的提高。在学好财税知识的同

时，还必须宣传好财税政策、 法规和

财政工作， 让更多的人了解财税政

策、法规，让各级领导特别是地方党

政领导熟悉财税政策、 法规，让全社

会方方面面理解、 关心和支持财政部

门开展工作。只有这样，才能把各项

财税政策、法规全面贯彻落实到位，

才能更好地做好财政工作。要加强对

纳税人的宣传，增强他们依法履行财

税义务的法制意识；加强对党政领导

的宣传，特别是财政部门的负责同志

要担负起向本级党政领导宣传财政的主

要责任，为领导干部更好地组织和领

导财政与经济工作服务；加强对各有

关部门和社会方方面面的宣传，努力

在全社会形成做好财政工作的良好氛

围 。

二、做好财政工作，既要理好

财， 又要当好家。为人民当家理财，

是江总书记对各级领导干部的明确要求

和殷切期望，是财政干部最大的职责

之所在。广大财政干部是人民的理财

人、政府的 “内当家”， 必须牢固

树立为人民理好财、 为政府当好家的

思想，确立做好财政工作的责任感和

使命感。做到这一点，要切实增强

“三种意识”：一是增强爱岗敬业意

识， 热爱财政， 热爱岗位，恪尽职

守， 踏实工作。在当前财政比较困

难、 工作难度加大、 要求更高的情况

下， 财政干部要戒 “躁”，切忌方

法粗糙、 态度粗暴，要学会做群众的

思想工作，善于做细致工作，宁可自

己受屈， 也要让群众满意；要戒

“浮”，切忌夸夸其谈、 浮而不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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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踏踏实实工作，下实劲、 办实事、

求实效，宁可自己受累，也要让群众

信服；要戒 “畏”， 切忌遇难不进、

畏难而避，要知难而进、 迎难而上，

克服困难，尽职尽力地做好各项工

作。二是增强无私奉献意识，抑私心

杂念，扬奉献精神。财政干部手中多

少有一点财权，要时刻想到这种权力

是人民给的，是用来为人民服务的，

决不能用来为自己谋利、 谋权，满足

自己的私欲。要时刻慎权、慎欲、慎

微、 慎独，时刻自省、 自重、 自警、

自励，自觉防微杜渐，防变拒腐，奉

公守法，廉洁理财。三是增强争先创优

意识，争创一流工作业绩。当前，各级

领导对财政工作的要求很高，社会各方

面对财政的期望很大，财政干部必须以

踏实、务实、求实的作风，做好财政工

作，回报社会，回报人民。

三、做好财政工作，既是经济任

务，更是政治任务。财政历来是经济

与政治的统一体，有 “财” 方可行

“ 政”， 无 “ 财” 难以 为 “ 政”。

财政既是一 个经济范畴，又是一个政

治范畴，既为经济服务， 又为政治服

务，事关国计民生。从经济上讲，财

政是政府的经济综合部门，行使筹集

和分配财政资金、调控和促进经济发

展、管理和监督理财行为等经济管理

职能， 财政行为无非就是生财、聚

财、用财、 管财四个方面，都涉及

到钱，都是经济行为。从政治上讲，

财政是上层建筑的物质基础， 是维护

国家安全、政权稳定和社会安定的物

质保障， 财政政策、法规体现国家和

人民的政治意愿，服从、 服务于政治

需要。从具体的财政工作来看，无论

是收和支，还是管理和监督，都体现

了财政政策、法规所界定的方向和目

标，都包含着政治。再从财政支出安

排来看，“一要吃饭，二要建设” 是

我们长期坚持的原则， 解决好 “吃

饭” 问题， 社会才能稳定， 而稳定

是我国当前最大的政治。“建设” 包

括物质文明建设、 精神文明建设和人

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建设，这里面也有

政治。因此，做好财政工作，不仅是经

济任务，而且是政治任务。我们广大

财政干部要牢固树立经济账、政治

账、社会账一起算、统盘算的理财思

想，坚持以 “三个有利于” 为标准，

紧紧围绕 “建立稳固、 平衡、 强大

的国家财政” 的宏伟目标，进一步深

化财政改革，健全财政职能，加强财

政管理和监督，严格依法治税理财，

把财政工作作为一项重要的经济任务和

政治任务完成好，服务好、促进好经

济发展、社会稳定和政权建设。

四、做好财政工作，既要抓好当

前，又要放眼长远。实现建立稳固、

平衡、 强大的国家财政的宏伟目标，

既是现实而紧迫的任务，又是长期而

艰巨的任务，需要我们财政干部脚踏

实地地去干。正如江总书记指出的那

样，做好财政工作，既要算好眼前

账， 又要算好长远账。既要立足当

前， 增收节支，强化管理， 实现财

政收支平衡和平稳运行，又要放眼长

远，超前谋划， 分步推进，谋求财

政持续发展和全面振兴。振兴财政的

关键是集中财力，增强财政实力，提

高财政收入占 G D P 的比重。为此，一

方面要紧紧抓住国家扩大内需、 西部

大开发和加入世贸组织的极好机遇，

发展经济， 壮大财源，为集中财力、

振兴财政奠定稳固、坚实的基础；另

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强预算外资金管

理，全面推行综合财政预算，实施预

算内外收支统管， 并通过稳步实施税

费改革，将大多数预算外、 体制外运

行的政府性资金集中到财政上来，纳

入财政预算管理，增加财政收支规

模，增强财政实力和调控能力，切实

改变财力和财权分散、 分配秩序混乱

的状况。与此同时，要围绕建立公共

财政目标， 深化预算改革，优化支出

结构，强化管理监督，制止各种损失

和浪费，努力提高财政对公共需要的

保障能力和财政资金使用效益。要按

照 “强化征管、 堵塞漏洞、 清缴欠

税、惩治腐败” 的方针，完善征管

体制，改进征管方法，强化征管手

段，全力堵漏防流，做到应收尽收。

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政府职

能转变的需要，结合机构改革，合理

确定各级政府事权， 根据财权与事权

统一的原则，适时调整和完善分税制

财政体制，全面建立规范的转移支付

制度，在逐步提高中央收入占全部财

政收入的比重的同时，让地方各级既

有动力， 又有压力， 重点解决好欠发

达地区县、 乡两级财政体制不尽合

理、财政运转困难的问题，调动基层政

府发展经济、增加收入的积极性，促进

国家财政全面振兴。

（作者为江苏省东台市财政局局长）

服务功能。二是变被动保障为促积极

就业。淄博、 济南、 烟台等市通过

将一部分原来用于基本生活保障的资金

一次性支付给某些用人企业的办法，

引导企业吸收下岗职工。三是落实城

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确保 “并

轨” 后某些原来的下岗职工家庭的基

本生活。1999 年，全省用于城市居民

最低生活保障的资金达 9 5 0 0 万元，

2000年预计可达 1 .25亿元，其中省财

政安排 1 400 万元。四是提供政策优

惠，鼓励下岗职工自谋职业。烟台市

规定，对自愿解除劳动关系、 自谋职

业的下岗职工，每人发给2000-4000元

的再就业帮助金。淄博市规定，对自

愿解除劳动关系、自谋职业的下岗职

工，免收摊位费、管理费、 治安费、

卫生费，营业税、所得税先征后返并

给予 3000 元的扶持金等。
（作者单位：山东省财政厅社保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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