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办法在制定和操作过程中采取地方

保护性“土”政策，借政策之手垄断、控

制政府采购市场，只允许本地区产品进

入本地政府采购市场，或因为地方长官

的意志而决定政府采购的取舍。这样

做不仅违背了市场经济规律，不利于地

方经济的长远发展，也与政府采购制度

公正、公开、公平和竞争的原则背道而

驰，将会严重影响政府采购工作的顺利

施行，进而破坏政府在社会和群众中的

形象，妨碍国民经济健康有序地发展。
四、国有企业的采购支出，不宜纳

入政府采购范围。
这是因为：第一，随着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公有制经济的实现

形式将会多样化，国有企业的区分和界

定越来越难；第二，有利于国有企业自

主经营，防止对企业的行政干预；第三，

国际惯例也不把国有企业放入政府采

购管理范围；第四，避免在不远的将来，

我国加入国际双边或多边贸易组织后，

由于政府采购市场的扩大而导致国家

利益在国际贸易交往中受到不必要的

损失。
五、摸清家底和合理配置政府需求

的工作不可忽视。
弄清各级政府的行政事业单位现

有多少公共资产以及应该如何配置，是

实施政府采购制度一项不容忽视的基

础性工作。各级政府采购管理部门应

首先通过认真细致的调查统计工作，对

各级行政事业单位公共物资的拥有和

消耗情况进行清查核实并建立档案，按

照党和国家的有关规定和实际需要，合

理配置各级政府开展日常政务活动或

为公众提供公共服务的正常需求。只

有这样，才能把社会的有限资源在政府

部门和市场之间作出适当、高效的配

置，并运用财政政策的宏观调控职能使

各种资源的使用达到最佳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同时还可以提高对财政资

金的监管能力，促进政府部门廉洁自律

地开展公务活动。
（作者单位：南京市财政局预算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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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昌市财政局

宜昌旅游业的发展起步较早。
1993年市政府根据宜昌丰富的旅游

资源和独特的战略区位，以及“一江两

坝”（葛洲坝、三峡大坝）提供的世界级

旅游吸引物，提出了“旅游产业化”的

设想和“三年打基础，五年大发展，十

年成支柱”的旅游产业发展目标，同

时，财政部门提出了“旅游兴财”的财

源建设战略，并在积极参与和加大投

入中，行使宏观调控和微观监督职能。
至此，宜昌旅游的产业化进程，在财政

调控与监管职能的作用下，开始稳步

地向较高层次推进。

一、筹集资金，加大对旅游产业的

投入

“八五”中期，财政部门逐步从过

去重视生产经营性项目建设转为重视

对公共设施的投入。因此“八 五”和

“九五”时期是宜昌旅游业发展建设最

快，同时也是发展质量最好的时期。
1.加大对旅游基础设施的投入。

80 年代，因交通条件差，使来宜游客

常抱怨宜昌进得来出不去。为了尽快

改善环境，扩大旅游承载力，财政部门

通过内外协调，在政府的支持下，将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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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建设与旅游设施建设结合起来，多渠

道筹集资金，完善城市旅游功能。在财

政预算每年安排近 2 亿元的资金用于

市政建设的同时，利用专项资金和政府

举债资金投入三峡机场、旅游码头、景

区公路，以加快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八

五”至“九五”，利用专项资金和借贷资

金达到 2.25 亿元，其中：为机场建设筹

措资金 1.5 亿多元。现在的宜昌已形

成水、陆、空全天候的立体交通运输格

局。已从根本上解决了旅游交通、接待

等基础设施落后的问题。
2.加大旅游宣传投入。宣传促销

是促使旅游资源尽快向现实财源转化

的“催化剂”。现代化的交通、信息传递

媒介为我们提供了多种可供选择的宣

传方式。财政部门曾会同旅游部门和

湖北电视台，拍摄过两部电视风光片；

拨专款印制过各景区（包括县城各景

区）的宣传画册。1998 年，宜昌旅游面

临严峻形势，为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

财政部门在湖北卫视台国际部的支持

下，提出并组织了一次宜昌旅游宣传规

模最大、效果最好，投入较少的旅游宣

传活动。我们邀请了全国 15 家卫视台

来宜参加旅游“易地采访”活动。这次

活动策划是将宜昌区域内景区的精华

分为 15 个选题，并由各电视台抽签决

定选题，各台拍摄的内容，要由专家评

审，确立名次，按等级设立奖项。整个

活动 10 天时间，投入资金 23 万元。为

进一步扩大宣传面，财政部门还将这次

活动的成果送中央四台播出，并拟制成

VCD 光盘作为旅游商品推向市场。在

宣传促销方面，财政部门还投入 10 多

万元，用于建立国际信息互联网，搜集、

发送旅游宣传信息。
3.为做好旅游发展规划注资。我

市的旅游发展总体规划曾在 1992 年就

有过意向，但因种种原因未能实现。三

峡工程上马，增强了政府制订规划的紧

迫感。1996 年开始与清华大学联系，

1997 年底，《宜昌市旅游发展总体规划》

全部完成，财政投入规划费 50 多万元。
宜昌县、长阳县、秭归县、当阳市、宜都

市财政也相继出资聘请著名学者，制订

本区内的总体规划和控制性规划，累计

投入资金 150多万元。
4.吸引社会资金投入旅游业。如

何通过财政的调控职能，利用财政政策

和少量的专项资金、间歇资金发挥导向

作用，以引导社会闲散资金加大对旅游

业的投入，是财政部门可以大做文章的

一个课题。“八五”和“九五”时期，财政

共筹资 4.2 亿元用于支持旅游业的发

展。一是通过减免旅游企业所得税，使

企业每年获取近 500 万元的资金用于

设备更新改造、景点建设、产品开发，增

强企业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能力。二

是实行银行贷款财政贴息政策，市财政

坚持每年从预算内安排 100 万元的旅

游贷款贴息，吸引银行信贷资金的投

入，提高企业对旅游投入的积极性和信

心，仅此一项可拆借银行资金数千万

元。三是通过向上争取政策，开征旅游

发展基金 ，累计征收旅游发展基金

1933万元和机场建设基金4500多万元。

二、实施结构调整，加快旅游产业

化进程

一是从存量和增量方面，加快企业

所有制结构调整。财政部门在扶持旅

游业发展的过程中，一方面，鼓励国有

旅游企业采取多种形式盘活资产存量，

采取积极稳妥的办法，对国企资产进行

重组；另一方面，支持国有旅行社相互

参股或合并，通过批准成立非国有旅游

企业，从增量上调整旅游企业的所有制

结构。为鼓励非公有制企业投资旅游，

宜昌市扩大了旅游业利用外资的审批

权限，明确 1 000 万美元以下的项目由

市政府审批，500 万美元以下的项目各

县（区）自己审批。目前，全市共审批外

商投资旅游企业 38 家、私营旅行社 18

家，占全市旅游企业 25% 左右。平湖旅

游船公司有三艘一类船，1997 年上交税

收 200.68万元，在全市上交涉外地方税

的企业中排名榜首。在全市上交涉外

地方税收排名前 11 位的“三资”企业

中，7 户是旅游及旅游相关企业。提供

的税收占 当年市直涉外地方税收的

35%。
二是针对旅游业的劳动密集性特

点，结合当前国有工业企业下岗分流的

实际，积极促进工业企业下岗职工向旅

游业流动。政府财政、旅游主管部门、

劳动部门共同努力，做好劳动力转移的

疏导工作，通过开设旅游专业班，对下

岗职工进行再培训，提高下岗人员的劳

动技能；对使用下岗人员的用工单位可

享受税收优惠。这样做，既优化了旅游

行业的劳动力资源，又促进了社会稳

定。

三、加强财政监督，狠抓旅游企业

财务管理

由于旅游企业在服务上的流动性、

分散性和现金支付量大的特点，财务监

督难度大。旅游产业化客观上要求政

府财政对旅游公共设施加大投入，从而

对公共产品投入项目资金的监督工作

量也将随之加大。传统的按行政隶属

关系反映所属企业经营情况的作法，不

仅使旅游产业财务信息残缺不全，统计

失真，不利于决策部门动态掌握产业发

展状况，而且给企业提供了逃避监督的

制度环境。
针对这些问题，我们一是狠抓了旅

游企业财务归口管理工作。政府职能

转变后，财政对企业财务管理的中心内

容就是监督。管理工作首先是反映，财

务不能归口就无法反映，当然也就无从

监督。1995 年财政部门下大决心，将全

市 15 家星级宾馆和一 、二类旅行社的

财务管理统一归口到财政外经科（股）；

二是将监督重点转移到专项资金的跟

踪监督。即计委部门对财政部门的专

项资金计划执行情况进行监督和财政

部门对资金使用单位的监督；三是清理

行政机关在宾馆的欠费。
“八五”以来，宜昌财政部门发挥宏

观调控和监管职能，推动了旅游产业化

进程。从“八五”时期到“九五”的头两

年，我市旅游业投入达 6 亿多元，各类

旅行社发展到 78 家，各类旅游企业增

至 100家，固定资产 10 亿元，旅游业总

收入达 45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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