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采取多种形式，开展科技扶贫。
一是围绕《九五农业发展纲要》所确定

的 12项重大农业科技推广项目，以人

为本，认真组织实施百万人培训和推广

百万项农业科技项目的“双百”计划，大

力提高贫困地区干部群众的文化科技

素质，培养一批脱贫示范人。二是从

1997年起安排专项资金，组织实施了高

寒山区和南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农业

实用技术的推广项目。共实施科技推

广项目320项 ，覆盖 667个乡（镇），

94 060户贫困农民。其中 51 个贫困县

的 268 个攻坚乡实施地膜玉米温饱工

程 100万亩，每亩增产 137公斤；南部 14

个贫困县推广陆稻科技扶贫项目 60.9

万亩，每亩增产 48公斤。三是结合产

业结构调整，重点支持了畜牧业扶贫工

程和名特优稀工程。1997 年投入 4 132

万元，1998年又投入 7 245万元，在全省

50个贫困县，100个攻坚乡（镇）中实施，

共扶持养殖示范户 35 500户，户均增加

畜牧业收入 1 239.9 元，人均畜牧业收

入达到 197 元。同时安排资金支持贫

困地区的 23 个名特优稀新种养项目，

对贫困地区发展特色农业、培植新经济

增长点，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四）强化监督管理，提高资金效

益。
1.加强制度建设，先后下发了财政

专项扶贫资金暂行管理办法，以工代赈

管理办法、扶贫资金管理办法等政府规

范性文件。
2.在全省范围内推行财政扶贫资

金项目管理，1999 年又实行《异地扶贫

开发项目资金报账制试行办法》，强化

了对资金投向的监控。
3.在地、县、乡财政部门开设财政

扶贫资金专户的同时，建立了财政扶贫

资金年度审计检查制度，对扶贫资金效

益指标进行认真考核；对违纪问题，一

经发现即曝光通报。
这些措施，对确保财政扶贫资金的

正确使用和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起到

了积极的作用。
（作者为云南省财政厅副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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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 政 问 题
——当前经济工作焦点

张昭立

当前，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突出

问题是内外需求不足、经济增长缓慢

和社会支出需求膨胀。这些都程度不

同地反映和涉及到财政问题。各项事

业发展和社会保障项目期待着财政的

支持，不少经济发展矛盾有赖于财政

调控。因此，正确认识和妥善解决财

政问题，是当前经济工作的焦点。
一、财政在调节经济运行中的地

位和作用日益突出，各级都在重视财

政问题

1998年，中央为了扩大内需、促

进经济增长，提出了实行积极的财政

政策等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1999

年，中央进一步加大实施积极财政政

策的力度，各级更加重视运用财政调

控手段调控经济运行。山东在去年初

就提出“要把贯彻落实好积极的财政

政策，作为当前财政工作的主旋律”。
积极寻求支持经济发展的新途径，及

时拨付并管好用好国债转贷资金，通

过实行财政贴息、建立担保基金等办

法，引导和吸引更多的社会资金投入

基础设施建设，并改变了过去直接向

企业投资的办法。省财政安排了高新

技术开发和外贸出口贴息资金，加快

经济结构调整，促进出口增长，并积极

支持建立企业信贷担保基金，努力为

企业改革和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中

央调整个人收入分配政策在山东贯彻

落实后，仅以济南为例，出现了居民消

费性支出和手存现金大增的态势。在

居民腰包鼓起来的同时也刺激了消

费，扩大了需求。可以预见，今后一个

时期，财政仍将发挥调控经济运行的

关键作用。从投资需求看，中央加大

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带动了国民

经济的回升，但企业和民间的投资意

向不强，集体和个体投资依然呈现出

低速增长的局面；从消费需求看，由于

当前改革措施出台较为集中，需要个

人支出的项目增加较多，居民的支出

预期还在进一步增强，这就使得居民

的消费行为更加谨慎，市场消费偏淡

的局面在短期内不会有很大改观。从

货币供应情况看，国家出台了一些金

融改革和鼓励信贷投放的政策措施，

资金供求形势有望好转，但受大的宏

观经济环境的影响，银行“惜贷”、“慎

投”的现象难以根本改善。在这种情

况下，各级党委、政府就会更加重视运

用财政手段进行调节。财政政策是国

家重要的宏观经济政策，在经济偏冷

的情况下，运用财政政策工具不需要

中间传导过程就可以直接扩大社会需

求，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比较明显。
从这个角度上讲，财政工作的效果如

何，将直接影响各级党委、政府的宏观

决策，进而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如

果财政出现了问题，将会导致经济工

作的被动。
二、财政对促进社会发展和对社

会稳定的保障作用日益突出，使社会

各方面对财政问题倍加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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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当前的经济运行情况看，由于目

前出现的通货紧缩趋势，是机制与结

构、内需与外需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

结果，是多年来积累下来的各种深层次

矛盾的集中反映。预计当前及今后一

段时期，经济乏力和需求不足的问题仍

会比较突出。保大局、保稳定，既是现

实的经济问题，也是重大的政治问题。
解决这些问题需要财政有足够的资金

保障。就山东而言，在产业结构调整

中，就业压力会越来越大。据统计，在

国有重点煤矿 60 个矿井中有一部分要

面临破产。关闭这些硫分高、煤质差、

产品没有市场的矿井，涉及到许多职工

的切身利益。由于一些企业经济效益

较差，拖欠养老金问题也时有发生。这

些问题处理不好，社会就难以保持稳

定，结构调整就难以推进，必然制约国

民经济的健康发展。从目前看，地方金

融风险隐患仍然存在，这给当地党委、

政府带来很大压力。问题一旦发生，就

必然会涉及到财政，从长远看，这是财

政的一块很大风险和包袱。再加上经

济生活中还存在一些不确定因素，都需

要相应的财力作保证。否则，就会影响

到改革、发展和稳定。可见，财政问题

不仅涉及到经济工作而且涉及到社会

发展全局；不仅是当前经济工作的焦

点，发展下去势必成为全社会普遍关注

的焦点。
三、财政自身基础脆弱，解决财政

问题尤为迫切重要

由于目前财政在经济和社会发展

中所处的地位，使各方面对财政工作的

要求越来越高。但是当前财政自身基

础还比较脆弱，面临的困难和压力越来

越大，一时难以满足方方面面的需要。
自 1993 年财税改革以来，山东各级财政

的财力状况虽已有很大改善，财政供给

能力也有了明显增强，但现在的问题

是，收入增长趋缓与支出需求膨胀的矛

盾非常突出，收入正常速度与非正常的

需求之间的矛盾相当突出。一方面，收

入呈逐年递减的趋势；另一方面，硬性

支出越来越多，财政资金运作的灵活性

很小。今年山东省仅工资性支出，以及

农业、科技、教育、社会保障等重点支出

就达 40多亿元。即便新增财力全部用

在这些方面，也不足以完全满足需要。
据了解，类似情况在全国较为普遍。这

一切都反映了财政资金的紧张。可以

说，财政问题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

济工作的焦点和难点问题。
四、财政工作要始终讲政治，要以

改革的精神做好当前工作

财政工作必须始终讲政治。当前，

最重要的是要把收入抓上去。财政部

门负有协调、抓好组织收入的重要职

责，当务之急是要把收入任务协调落实

好。这是解决财政问题的基本条件，是

确保工资、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等重点

支出需要的关键。在抓好收入的同时，

还必须科学地调度资金，合理地安排好

财政支出。当前，财政支出的压力很

大。拖欠工资问题要解决，下岗职工基

本生活费财政要“兜底”，粮食风险基金

要足额到位，农业、科技、教育经费要到

法定的增长比例，等等。这些问题大都

涉及改革、发展和社会稳定，财政部门

责无旁贷，义不容辞。每位财政工作者

都必须具有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和政治

责任感，千方百计筹措资金，全心全意

为国家分担忧愁，为人民办好事。
要缓解当前的财政困难和压力，

解决好财政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必

须讲究科学的理财方法，以改革的精神

做好财政工作。应当看到，我们当前的

理财观念和理财方法，都与现实要求不

尽适应。如果不转变理财观念，不改进

理财方法，财政状况就不可能得到根本

改善。在财政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如果

不改变长期沿用的靠减免税或分散直

接投资企业的方式，财政职能作用就不

能得到更好地发挥，有限的资金就不可

能发挥出更大的效果。现在，许多地方

已经开始进行了积极探索，实行财政贴

息、参股入股等投资方式，其导向和带

动作用显而易见。在财政支出方面，如

果不加快支出结构调整步伐，不打破财

政支出结构固化的格局，不改进预算编

制方式、细化预算内容，不改变支出安

排上长期沿用基数加增长的模式，财政

困难会进一步加剧，收支状况就会更加

紧张，预算约束力不强、支出随意性大

的问题也难以很好地解决。在这方面

山东省莱芜市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并取

得了明显成效。他们的主要做法有三

点：一是预算内、外资金统筹安排。预

算内资金主要保人员经费，预算外资金

主要保公用经费。二是严格实行“包死

预算、超支不补、节余留用”的预算包干

办法，预算执行中一律不追加支出。三

是彻底打破基数观念，把预算资金落实

到项目上，即对每一个项目实行零基预

算，并建立项目档案和跟踪问效制度。
通过这些改革，既可以有效控制不合理

的支出增长，也可以为调整支出结构创

造良好条件。在统筹财力方面，如果不

改革预算外资金管理体制，不研究编制

综合财政预算计划，不统筹安排预算内

外财力，继续维持预算内外收支分割、

两块资金两张皮的状况，就难以改变各

级预算内财力紧张的局面，也不利于加

强政府宏观调控。在财政管理方面，如

果不改变重分配、轻效益的倾向，不改

革支出管理方式，就不能很好地提高财

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近年来，山东各级

大力推行政府采购制度，把市场竞争机

制引入财政管理当中，取得了较好的经

济和社会效益。如，泰安市新建“泰安

大街”计划投资 1.4 亿元，实行政府采

购后节约 3 700 万元，用这些钱又解决

了三条道路的改造。由此可见，节支的

潜力是很大的。多年的实践证明，越是

在财政困难的情况下，越要有改革创新

的精神，越要讲究生财、聚财、用财之

道。否则，财政的回旋余地就会越来越

小，最终就会陷入更加被动的境地。科

学理财是一个永恒的课题，需要不断地

去研究、探索。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寻

求解决财政困难的新办法，不断提高理

财水平。
（作者为山东省财政厅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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