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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财政管理

  促进经济发展
盛佑生  易敏林

湖南省株洲市通过强 化 财 政 管

理，严格控制支出，集 中 财 力 办 大

事，握紧拳头保重点，促进了全市经

济和各项社会事业的较 快 发 展。 自

1982年以来，已连续15年实现市县两

级财政收支平衡，略有结余。预算内

收入从 1982 年的1.8亿元增加到 1 996

年的 16.01 亿元，始终保持了持续、快

速增长的势头。

强化收入管理，确保财政实力的

不断增强

多年来，株洲市以全市国民经济

发展计划为基础，实事求是地安排、编

制财政收入计划。为确保任务完成，每

季度由市政府召开一次财税协调会，

及时通报财政收入进度和征管工作中

存在的突出问题，研究制定征管办法

和措施，形成财税工作的合力。财税部

门把深化税收征管体制改革、建立科

学严密的税收征管体制放在突出的位

置。一是把好纳税登记关，坚持勤征细

管。通过严格执行以票管税，把管帐与

管票、管票与征收、征收与稽查结合起

来，堵塞了征管中的漏洞；通过强化税

收检查，严厉打击偷、抗、漏、骗税等不

法行为，维护了正常的征管秩序。二是

不断完善税收征管手段。国税、地税逐

步形成了“以纳税申报为基础，以计算

机网络为手段，集中征收、重点稽查”

的征管模式。目前，全市国税口 35940

户纳税户中纳入微机管理的达 28000

余户，占总数的 77%，自行申报、送税

上门的由过去的 80% 上升到90% ；地

税部门的微机征管普及率也已经达到

60% 。三是建立全方位的协税护税网

络。在新的形势下，切实搞好部门配

合，动员多方面的力量来齐抓共管财

政收入，有效地避免契税收入的流失。

财政部门通过争取房产管理部门的密

切配合，在契税的纳税申报、鉴定、减

免、检查等方面都建立了一整套周密

的源头控制办法，使全市的契税收入

由 1991 年的 27 万元增长到1996年的

606 万元。四是严把减免关，规定地方

税收减免必须严格执行中央和省里的

政策，并统一归口到主管财贸的副市

长，各项优惠政策出台财税部门都严

格把关。想方设法把“蛋糕”做大，实现

财政平衡。1991 年制定了以县（市）财

政收入上台阶为主要目标的“3581”财

源建设规划，得到了各级党委、政府的

高度重视。各地都相继成立了财源建

设领导小组，设立了财源建设办公室，

签定了财源建设目标责任状，把财源

建设工作摆在了整个经济 工 作 的 首

位。

株洲是国有企业比较 集 中的 城

市，财政收入80%来自于企业。因而搞

活企业、提高效益对财源建设有着十

分重要的意义。实行新的财税体制后，

市委、市政府把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

的改革作为培植财源、做大“蛋糕”的

重点，做出了“企业富市”的决策。紧紧

抓住国家将其定为全国首批“优化资

本结构、增强企业活力”综合配套改革

试点城市这一机遇，积极推进现代企

业制度改造，推动国有企业的改制、改

组和改造，对管理基础好、后劲足、效

益好的大中型企业，走集团发展战略

的路子；对一般中小型企业，重点推行

以股份合作、租赁、承包经营为主的转

制路子。同时紧紧围绕“抓大放小、扶

优扶强”的战略思想，集中资金、集中

力量增加对企业的技改投入。为此，财

政每年拿出8000万元投放到有优势的

企业，帮助其增强发展后劲。另外，市

财政还专门设立了企业发展资金，每

年挤出5000万元以上并通过结合各项

政策扶持，为企业发展增加投入。积极

参与企业的股份制改造，把一批具有

一定实力的国有企业推向资本市场。

到 1996 年底，全市改建和新组建的股

份制企业达 410余家，注册资本 12 亿

元，募集资金 6 亿元，给企业注入了新

的活力。千方百计为企业减负增效，

1994 年以来，全市直接核销部分财产

损失 5.34 亿元；对破产企业核销呆帐

损失 1.27 亿元，利用优化资本结构改

革试点城市的优惠政策，通过各种途

径共为企业卸去包袱 12 亿元。清理收

费，保护税基。1996年，市政府提出“一

减、二清、三规范”的方案，即先对所有

企业收费实行减半征收；去年又先后

取消市级收费项目 43 个，降低收费标

准20个，减少企业税外收费4000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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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到了在收费和征税的选择 上，征税

优先。

在紧紧抓住国有大中型企业这一

支柱财源的同时，株洲市又努力寻求

新的财源增长点，积极发展第三产业、

高新技术产业、外商投资企业、乡镇企

业和个体私营经济。市政府通过一系

列的政策， 为第三产业的发展创造了

一 个宽松的外部环境。全市先后建成

了株洲服装大世界、中南摩托车大市

场等280多个商品交易市场，其中成交

额过 3000 万元的达43个，过亿元的1 1

个，过10亿元的3个。到目前，全市已形

成了 10.5 万户、22万人的个体私营队

伍，年上交税收 2.15 亿元，近几年，全

市个体经济上交税收的年平均增长速

度达到34.5%。

针对国有企业整体经济效益滑坡

的实际情况，该市紧紧围绕两个根本

性转变，坚持向管理要效益，大力加强

企业财务管理，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如

通过推广邯钢经验，全市 25 家学邯钢

重点企业1996年节约管理费用2500万

元，创效 7100 万元。1996年以来，按照

朱镕基副总理提出的整顿会计工作秩

序“约法三章”的要求，狠抓了对企事

业单位财务管理工作秩序的整顿。一

方面大力整顿会计基础工作，督促企

事业单位整章建制，特别是充分发挥

了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事务所等社会

中介机构的作用，全面加强了对单位

的检查监督；另一方面，大力加强了会

计人员的业务素质和职业道德培训，

有力地促进了全市财务管理工作水平

的提高。同时，为了规范财政财务收支

秩序，加强财政监督管理，通过组织开

展专项检查和三大检查，对 一批偷税、

抗税的大案和私设“小金库”，乱涨价、

乱收费、 乱发津贴、补贴、少交应缴财

政收入等严重违反财经纪律的行为进

行了严肃查处，促进了廉政建设，也增

加了财政收入。

通过抓财源建设，近几年来，株洲

市财政收入出现了稳步增长的势头，

1990—1996 年，年年超额完成了收入

计划，总收入规模由 1990年的4.8亿元

发展到 1 996 年底的 1 6.01 亿元，增长

22.5%，年均增长23.87%。

强化支出管理，确保财政收支平

衡

近几年来，国家为了加大改革开

放力度，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性增

支因素，致使财政支出呈现刚性大、增

长猛、控制难的态势。根据财政收支矛

盾日益加剧的实际情况，株洲市按照

预算法的要求，在安排财政支出预算

中，坚持“量力而行，尽力而为”和“保

证重点，压缩一般”的指导思想，采取

一系列硬性措施确保财政收支平衡目

标的实现。

合理优化支出结构，不断提高资

金使用效益。为了有效地解决该财政

保障的支出难以保障，不该财政负担

的又负担了不少的矛盾，株洲市把合

理优化支出结构，不断提高资金使用

效益作为支出管理的重要内容，做到

集中财力办大事，握紧拳头保重点。一

是打足人员经费，“三定”以后对人员

经费进行了清理，严格按编制安排人

员经费，对政策性增人、增资等“吃饭

钱”一 次性安排，不留缺口；二 是 政

策性支出坚持优先安排，按 政 策 兑

现。 1993—1996年，全市科技投入年

均增长 4 1. 02 % ，教育支出年均增长

23.25%；1996年，计划生育经费达到

人平 3. 17 元，科普经费达到人平 0.1

元；为了保证政法部门贯彻实施新的

刑事诉讼法的正常需要，1997 年市财

政新增投入近500万元，解决政法部门

办案用车、审判庭建设、规范化审讯、

监控设施和其他办案业务经费；三是

保重点，把有限的财力最大限度地节

减 下来，搞建设，促发展。如在农业切

块方面，市财政 1994 年安排了 1 100万

元，1 995年安排了1300万元，1 996年安

排了1500万元；在支持工业企业方面，

市财政 1995 年安排了8000万元，1996

年安排了 9500 万元。1996年市里定了

52 项重点工程，财政多渠道筹集投入

了上亿元资金。

从严控制非生产支出的增长。一

是对各类专控商品尤其是对小汽车购

置，市政府明确规定要严格控制。所有

机关、行政事业单位经审查必须购车

的，只许购买国产车，并且核定行政机

关用车数量。在核定范围以内的日常

费用由财政负担，规定范围外的，财政

一律不予拨款。通过核定，全市本级行

政用车 175 台，比核定前减少了54台，

节约行政费用支出 100 余万元。1996

年，通过加强对控购商品的审批，全年

共压缩各种车辆15辆，移动电话20台，

其他专控商品 35 台（件），共压减支出

315万元。1997年安排支出预算时，“四

大家”领导机关带头压减小车购置费

160万元。二是严格规定所有会议须经

市委办或政府办审批方能召开。对会

议住宿费实行分类定额包干，坚持超

支不补、节余留用的原则。会议的人

数、规模、标准都进行了明确的限定，

禁止会议中公款宴请、发纪念品、进高

档娱乐场所消费，转移会议费负担。同

时，还实行了定点开会制度。1996 年，

共审核压减会议费181万元，1997年年

初，市政府确定每周星期三至星期四

为“无会议日”，并提出了会议费在上

年基础上压减 10% 以上的目标，1—7

月，全市会议费比上年同期压减了170

万元。三是严格控制邮电通讯费用的

增长。为了有效解决公费住宅电话和

移动电话使用中的问题，从 1995年起，

就明确了配置范围，规定了报销限额，

实行超支自负。仅这一项市本级财政

每年节减经费70万元以上。

加强预算内外资金统筹管理。从

1997 年起，在全市推行了综合财政预

算管理，改革了收费和罚没收入的管

理体制，增强了政府调控资金的能力。

1997 年上半年，全市收费和预算外收

入纳入财政管理的面达到了 99. 4 % ，

形成了全市财政资金运用的 强 大 合

力。由于财政支出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株洲市已连续 1 5年实现市县两级财政

收支平衡、略有结余的目标。

（作者单位：湖南省株洲市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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