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九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关于 1998 年

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及
1999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审查报告

郭振乾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999年 3 月 11 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主席团第二次会议通过）

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听取了财政部部

长项怀诚受国务院委托所作的《关于 1998年中央和地方预

算执行情况及 1999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各代

表团进行了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根据

代表们的意见进行了审查。现将审查结果报告如下。
一、国务院提出的1998年预算执行数，全国财政收入

9 853亿元，比预算超收 170亿元，超过 1.8% ；全国财政支

出 10 771亿元，比预算超支 628 亿元，超过 6.2% ；收支相

抵，支出大于收入 918亿元。中央财政赤字 960亿元，与调

整后的预算持平，地方财政结余 42亿元。中央财政债务收

入 3 311亿元，比调整后的预算增加 2亿元。
1998年，面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特大洪涝灾害的

影响，国务院决定采取扩大国内需求的措施，实施积极的财

政政策，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了增发外债和中央财政

预算调整方案，财政部增发国债用于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促

进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财税部门加强收入征管，认真

清理欠税，全国财政收入比上年增长 13.9% ，财政收入占国

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12.4% ，比上年提高 0.8个百分点；财

政支出基本保证了有关改革、发展和稳定大局的重点支出

项目。预算执行情况总的看是好的。
1998年在预算执行和财政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仍然较低，大量财政性资

金游离于预算之外，缺乏规范管理和必要监督；财政支出结

构不够合理，中央财政的债务依存度和偿债率较高；财经纪

律松弛，设“小金库”、账外账、偷税、逃税、骗税等违法乱纪

现象屡禁不止。对这些问题都要引起高度重视，努力加以

解决。
二、国务院提出的 1999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全国

财政收入安排 10 809亿元，比上年执行数增加 956亿元，增

长 9.7% ；全国财政支出安排 12 312亿元，比上年执行数增

加 1 541亿元，增长 14.3% ；收支相抵，赤字 1 503亿元，全部

为中央财政赤字，比上年增加 543亿元。
国务院提出的 1999年中央预算草案，中央财政收入安

排 5 886亿元，比上年执行数增加 403亿元，增长 7.3%。其

中，中央财政本级收入 5 288亿元，比上年执行数增加 403

亿元，增长 8.2% ；地方财政上解中央收入 598亿元，与上年

持平。中央财政支出安排 7 389亿元，比上年执行数增加

946亿元，增长 14.7%。其中，中央本级支出 4 111 亿元，比

上年执行数增加 991亿元，增长 31.7% ；税收返还和补助地

方支出 3 278亿元。今年的预算赤字加上偿还到期的国内

外债务本息，发债总额 3 415亿元。
财经委员会认为：1999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安排贯彻了

扩大内需和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指导思想，体现了努力增

收节支、调整结构、保证重点、促进经济发展的要求；预算收

入增长幅度与现价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幅度大体同步，预算

支出安排注意了保证扩大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农林水利投

资和生态环境保护力度、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保障社会稳

定等重点需要；预算安排的中央财政赤字虽然比较大，但这

是今年特定环境下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所需要的；为

实现预算所提出的措施是适当的，预算草案基本可行。财

经委员会建议批准国务院提出的 1999 年中央预算草案，同

意《关于 1998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及 1999 年中央和

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地方预算分别由地方各级人民政

府编制，提请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审查批准。
三、严格执行和全面完成 1999 年的预算任务，做好财

政工作，对深化改革，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保持社

会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根据代表们的审议意见，财

经委员会提出以下建议。
（一）严格依法治税，努力增收节支

要加强税收宣传教育，增强全民的纳税意识，严格依法

征税，严禁越权减免税，强化个人所得税的征管，清理欠税；

同时，也要依法依率计征，不得预收税款，寅吃卯粮。严厉

查处偷税、逃税、骗税行为。要精打细算，节约一切可以节

约的支出，严肃查处各种挥霍浪费和腐败行为。
（二）优化支出结构，保证重点支出

要优先、足额安排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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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再就业资金，安排好其他社会保障补助支出和用于保障

城镇居民最低生活费的支出。重点安排修复水毁工程、确

保大江、大河、大湖安全度汛和城市防汛，以及封山育林、退

耕还林还草、退田还湖等地区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资金。
切实安排好农业、教育、科技等方面的资金，安排好对不发

达地区转移支付和扶贫的资金。
（三）管好用好财政资金，提高投资效益

中央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财政投资，要严格执行国家

确定的使用原则和投资方向，严禁挪作他用，绝不允许将资

金用于弥补经常性开 支或搞其他建设。认真落实配套资

金，避免形成“钓鱼项目”。既要做好国债建设专项资金的

拨付工作，又要加强跟踪监督检查，避免损失浪费。要充分

发挥财政政策的带动作用，促进社会投资和扩大消费。
（四）整顿财经秩序，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

要严格执行国家规定的财务会计制度，严肃查处搞假

账和账外账等弄虚作假的违法违纪行为，加强对财政收支

的审计监督。清理和整顿收费，坚决取缔各种形式的乱收

费，减轻企业和农民的负担。稳步推进税费改革，确有必要

的具有税收性质的政府性基金或专项收费要逐步改为税

收。加强预算外资金的管理和监督，将预算外资金全部纳

入财政专户，实行“收支两条线”。强化财政调节社会分配

的职能。
（五）预算超收收入应主要用于减少财政赤字

今年财政赤字比较大，预算执行中应力争有所减少。
预算超收收入，要改变过去基本上超多少支多少的做法，主

要用于减少当年财政赤字。
（六）尽早制定规划，减少财政赤字，控制国债规模

通过发行国债，增加赤字，促进经济增长，是在特定条

件下采取的特定政策，从中长期看，我们必须坚持财政收支

基本平衡的原则，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今年的财政

赤字占中央财政收入的比重偏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要

千方百计促进经济发展，扩大就业，开源节流，量入为出，特

别要注意抑制经常性支出的过快增长，提高偿债能力。尽

早制定规划，逐步减少财政赤字，控制国债规模，向财政收

支基本平衡的方向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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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改税”的重要内容：

改革行政收费管理体制
何振一

实行“费改税”需不需要同时改革

现行的行政事业收费管理体制？这是

关系到“费改税”改革成果能否巩固的

重大问题，也是当前“费改税”理论研究

被忽略的问题，应引起我们的关注。

一、行政收费与价格必须分开管理

行政收费与价格是两个性质完全

不同的经济范畴，从表面看，行政收费

与价格很相似，都表现为一手提供服

务，一 手收费，似乎也是一种商品货币

交换关系。然而，深入观察就会发现，

行政收费 与价格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

的事物。
1.各自存在的依据不同。价格是

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是依商品交换存

在而存在的，属市场分配范畴。而行政

收费，是政府为公民（包括法人）特殊群

体提供特定管理服务而收取的费用，它

是依政府职能中存在对特定群体提供

特殊管理服务的必要性而存在的，属财

政分配范畴。我们知道，政府的经济社

会管理服务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

主要的）是面向社会全体公民普遍实行

的、无选择的管理服务，诸如保卫国家

安全、维护社会公共秩序等管理服务，

这种服务是面向全体公民的无差别的

服务，对公民来说，是无选择的，无论是

否自愿都必须接受服务；另一部分则是

依据实现职能的需要，有选择的、对特

定群体提供的特殊管理和服务，诸如对

结婚的公民实行登记管理和发放结婚

证书、对工商企业开业实行登记注册和

发放营业执照等等，这种服务对公民个

人来说，也有一定的选择性，办不办工

商企业它自己可以选择，不办，就不必

享受这种服务。政府服务的差别，带来

了服务费用补偿方式的不同，普遍的无

选择的服务，其费用取得只能采取向全

体公民普遍收取的办法，这就是税收。
对特定公民提供特殊服务，其费用不能

也不应当用全体公民交纳的税收进行

弥补，只能通过对直接享受服务的公民

个人收取，这就是行政收费。行政收费

存在的这种特殊依据，就构成了区别于

其他事物的特殊体质。
2.两者实现手段不同。价格是在

商品交换中发生的关系，它是借助市场

平等竞争，通过商品等价交换实现的。
而行政收费则不同，它是凭借政府实现

职能的行政权力，通过强制性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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