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强支出管理  
弘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

回良玉安徽省省长

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华民

族的美德。建国前后，毛泽东同志就再三强调，必须坚持勤

俭建国的方针。他指出：“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

苦奋斗的时间，其中包括执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样一个

勤俭建国的方针”。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也反复提醒

全党：“中国搞四个现代化，要老老实实地艰苦创业”，“艰苦

朴素的教育今后要抓紧，一直要抓六十年至七十年。我们的

国家越发展，越要抓艰苦创业”。江泽民总书记最近也明确

指出：“要在全党全社会大力提倡高尚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

和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以艰苦奋斗、勤俭朴素为荣，以铺张

浪费、奢侈挥霍为耻。”我们党是靠艰苦奋斗创业的，是靠同

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发展壮大的，19年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也

是靠艰苦奋斗取得的。纵观历史，“俭节则昌，淫佚则亡”，

“忧劳兴国，逸豫亡身”。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历尽苦难而生

生不息，备遭浩劫而立于民族之林，正是仰仗于艰苦奋斗、勤

俭节约这种民族精神。随着时代的进步，形势的发展，艰苦

奋斗精神的表现形式和时代特征会发生一些变化，但艰苦奋

斗的根本原则和精神实质，任何时候都不会变，都不能丢。
我们党的这一光荣传统和政治优势，必须贯穿于今后各项事

业中去。
安徽省是一个发展中的省份，底子薄，基础差，人口多，

各项人均指标都很低，要加快经济发展步伐，必须始终发扬

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优良作风。要加强支出管理，压缩一

切不合理，不必要的开支，控制消费性支出的过快增长，集中

财力，加大生产建设性投入；要努力节约每一滴水、每一度

电、每一分钱，集中力量，加快经济发展。我们没有理由，没

有条件，也绝对不应该去追求脱离经济发展水平的高消费，

更不允许随便乱花钱，铺张浪费。从我省财政情况看，虽然

财政收入连续四年快速增长，财政“吃饭难保”的困难局面有

了根本性的改观，但财政收支矛盾依然尖锐，平衡的基础相

当脆弱，政府的调控能力还十分有限。财政收入的增长不可

能长期大幅度超过经济的增长幅度，如果不在支出管理上下

大功夫，不遏制铺张浪费的蔓延之势，不提高资金的使用效

益，财政就不可能走出困境，就适应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发展的需要。
因此，加强支出管理，反对铺张浪费，提倡勤俭节约，不

仅关系到财政的振兴，关系到经济的持续协调发展，也关系

到党和国家的兴衰存亡。我们一定要上升到政治的高度、全

局的高度、战略的高度来认识这个问题，继承和发扬艰苦奋

斗的好传统，在全社会养成勤俭节约的良好风尚。
当前，在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铺张浪费现象之所

以还比较严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没有很好地解决支出管

理的激励和约束机制问题。由于缺乏激励机制，部门和单位

节约支出的积极性不高，资金使用不计成本，不讲效益，花钱

大手大脚；由于约束软化，各部门、各单位不是眼睛向内，健

全管理制度，精打细算过日子，严格控制支出，而是争项目、

争预算、争追加，预算指标一冒再冒，支出管理松弛，支出增

长失控。因此，必须建立一套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支出管理

新机制。只有这样，才有利于调动单位节约支出的积极性，

才有利于对资金的分配、使用、管理、监督等各个环节进行规

范，从根本上筑起反对铺张浪费的有效防线。在激励机制方

面，财政部门要制定鼓励各部门、各单位增收节支的奖励办

法，建立公平、科学的预算分配机制，保证资金分配公平、合

理；各部门、各单位内部也要形成一种鼓励节约、反对浪费的

激励机制。在约束机制方面，要制定和落实一套比较完整的

预算分配和资金使用的约束机制，严格监督财政资金的使

用，切实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机制的运行，必须要有完善

的制度。现在我们的各项管理制度，应该说是不少的，但在

很多方面还不完善、不配套，也还不尽合理，更谈不上科学和

规范。管理制度不健全、不合理、不科学，是造成目前各个部

门、各个单位损失、浪费突出的一个重要原因。必须进一步

深化改革，制定符合实际的管理制度，严格管理措施，按制度

办事，按规矩办事，规范支出行为。这几年，安徽省各部门尤

其是财政部门在加强支出管理方面制定了不少行之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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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方法，如会议费综合定额包干、小汽车定点维修、大型设

备招标采购等等。但总体来说，进度不是很快，效果不够明

显。因此，要针对支出管理中出现的新问题，结合实际及时

研究对策，抓紧制定和完善规范政府行为、降低行政成本、控

制经常性支出过快增长的政策措施，研究制定强化专项资金

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的规章制度，不断提高管理水平，堵

塞支出管理漏洞，减少浪费。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本质上讲是法制经济。支出管理

机制能够有效运行，完善的管理制度能够真正得到落实，必

须要有配套的法律法规给予保障，要有完整的监督体系提供

多层次、多方位的监督。支出管理工作的政策性和规范性都

很强，必须走上法制化的轨道，严格执行《预算法》及其他法

律法规，维护预算的严肃性，强化预算约束。要用法律的规

范性纠正工作中存在的随意性和无序性，用法律法规来引

导、规范、保障、约束财务管理工作。纪检、监察、审计、物价

等部门，要与财政部门共同协作，建立举报制度，加大监督检

查力度。对于违反财经纪律、财会制度的单位和有关人员，

要按规定严肃处理，触犯法律的要移交司法机关依法惩处。
新闻单位要对那些勤俭节约的先进事迹给予大力宣传和表

彰；对那些影响恶劣的挥霍公款、奢侈浪费现象公开揭露，对

一些部门和单位讲排场、比阔气、花钱大手大脚的现象要敢

于曝光。增强新闻媒介的监督作用，支持财政部门依法理

财，严格支出管理，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加强支出管理，在全社会大兴勤俭节约之风，加强领导

是关键。各级领导干部，要严格要求自己，带头遵守财经纪

律和各项规章制度，作艰苦奋斗的表率，勤俭节约的楷模，以

忘我工作、厉行节约的作风，教育和影响身边的同志，以心系

百姓、与群众同甘共苦的行动，来凝聚人心，谋求事业的进一

步发展。领导干部要敢抓敢管，在本系统、本部门加强政治

思想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

价值观，培养勤俭办事的良好习惯；切实加强支出管理的领

导，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结合实际，制定和完善本部门、本

单位的支出管理制度，严格按制度办事，杜绝资金使用的损

失和浪费。要严肃党纪、政纪，对于严重铺张浪费、挥霍奢侈

的，不管涉及到哪个机关、哪个人，都要严肃查处，绝不能姑

息迁就。部门和单位的一把手要亲自抓，确实负起责任，及

时解决存在的问题。如果领导班子或者部门内部发生严重

腐败浪费问题，属于主要领导人严重官僚主义和失职渎职

的，要追究其领导责任。
（责任编辑  王尚明）

缺，无力保证国家重点投入，难以贯彻国

家的宏观调控政策、产业政策和地区政

策。有人把地区割据比作“诸侯经济”，

把部门经济比作“王爷经济”，其实两者

互为作用。其次，严重干扰了企业的正

常生产经营，加重了企业负担。过去曾

对我国的税收负担有过争论，从企业角

度看认为税负过重，但从财税部门看税

负并不重，同国外比较也是偏低的。现

在看来问题是不争自明了，即在税收之

外还有各种收费，在企业看来都是政府

拿走了，都看作税收负担。税加费，企业

自然不堪负担。再次，给以权谋私等不

正之风以 可乘之机，滋长了腐败现象。
去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加强预算外资

金管理的决定》，开展清理检查预算外资

金工作，已经收到较好效果，但从整体上

看，这个问 题远 没 有从 根本上解决。
1997 年 7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又颁布了

《关于治理向企业乱收费、乱罚款和各种

摊派等问题的决定》。看来，必须从法治

的高度来看待和解决这个问题。加强法

治观念和执法力度，对情况严重的单位

和部门负责人，必须毫不姑息地绳之以

法。当前，切实清理整顿预算外资金，并

纳入预算管理的轨道，是强化财政职能

的一个主要方面。据了解，法治化较高

的发达国家，没有预算外收入，一切政府

收费都纳入预算内。只有少数发展中国

家有少量的类似我国的预算外收入。如

泰国的预算外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的

3% ，马来西亚占 6% ，财力较分散的巴

西占 16%。我认为，清查行政性收费的

当前目标是纳入财政管理轨道，加强管

理，最终目标应是大部分纳入预算内。
具有税收性质的收费可通过“费改税”进

行规范化征收，以便由各政府统筹安排，

重点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进一步完善新税制，加强征管

力度。1994年的税制改革，已经建立起

基本上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

税制，当然还需要进一步完善。而当前

的重点应是加强征管的力度，本着“严管

理、重处罚”的原则，健全征管机制，堵住

税收流失的漏洞，特别是堵住增值税流

失的漏洞。
——控制财政支出规模，优化支出

结构，提高支出效益。中央规定“九五”

期间继续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方针，要

求逐步减少财政赤字，控制债务规模。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努力增加收入是重

要的，但必然同时控制支出规模，优化支

出结构，压缩一般，保证重点，提高支出

效益。从财政管理和优化财政职能的角

度看，加强支出管理比增加财政收入更

为重要，更为迫切。适应经济增长方式

的转变，财政管理思想也要有一个根本

转变，即在努力增加财政收入的前提下，

逐步把主要精力转向支出管理和提高支

出效益上来。
——改善国家财政状况和强化财政

职能的根本途径，在于加快以企业改革

为重点的配套改革。特别是加快国有企

业改革步伐，改善国有企业经营管理，扭

亏增盈，对财政的增收减支有现实意义，

而且为国家财政状况提供良好的微观基

础，具有深远意义。
（责任编辑  石化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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