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税动态

第九次民族地区

财政理论讨论会召开

中国财政学会民族地区财政研

究专业委员会第三届委员会议暨全

国第九次民族地区财政理论讨论会

最近在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召

开。与会代表就市场经济条件下如

何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民族区域自

治政策，如何根据民族地区的特殊情

况，振兴民族地区的财政经济，进一

步发挥财政信用在民族地区经济发

展中的作用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

讨，并提出了一些对策和建议。
代表们普遍认为，改革开放以

来，民族地区的经济有了很大的发

展，但当前财政经济工作中也存在着

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主要是：经济

发展水平与东部发达地区的差距继

续扩大，财政更加困难，财政职能受

到肢解、削弱，许多地区已不能保证

工资正常发放和政府职能正常履行。
为尽快解决这些问题，民族地区要在

中央的战略部署下，抓住国家重点建

设西移的机遇，深化改革，完善市场

体系建设；逐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努力提高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质量

与水平；广开财源，改善民族地区的

财政状况。同时中央政府应给予民

族地区必要的政策倾斜，在方式上应

主要采取区域开发和重点开发战略。
如提高对民族地区投资的比重，多安

排一些既是国家急需又能带动当地

发展的大中型项目；扩展融资渠道，

多方筹集资金，可考虑设立中西部

（或民族地区）发展基金乃至中西部

开发银行；利用与周边 10

多个国家接壤的优越条件，在保证国

家安全的前提下，加快民族地区开放

的步伐，发展陆上外向型经济，在外

汇管理、进出口贸易、外商投资等方

面建立开放试验区，逐步将中西部民

族地区建成一个新的特区。
代表们认为，近年来，民族地区

县级财政普遍困难，严重影响政权机

构的正常运转，中央应加大转移支付

的力度。可以考虑建立首先保证民

族地区“温饱型”或政权正常运转型

的转移支付制度，帮助民族地区尽快

解决县级财政困难问题。
与会代表充分肯定了财政信用

在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的地位

和作用。在民族地区国有企业比重

大且普遍亏损的情况下，财政信用资

金是维持和扩大企业经营的重要的

润滑剂。考虑到各地财政信用部门

已开展工作多年，有相当的机构、人

员及经营业绩的实际情况，与会代表

希望财政部门加强管理，以促进民族

地区财政信用事业的健康发展。
（刘德雄）

财税动态
四川省作出规定

控制财政支出

为切实贯彻《预算法》和《预算法

实施条例》，严格预算管理，控制省本

级财政支出的过快增长，实现财政收

支平衡，缓解省级财政困难，集中有

限财力办大事，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

厅发出《关于严格预算管理、控制财

政支出的通知》。《通知》要求省级各

部门整理的会议纪要或为省领导起

草的讲话稿

件，均不得夹带要求省财政增支的内

容，且不得据此要求省财政增加支

出。《通知》规定，1997 年省本级财

政支出预算安排，除正常的人头、公

用经费和支农、教育、救灾专项支出

外，其余各项经费均维持 1996 年基

数，暂停一年增加。必须增加的支

农、教育、救灾专项 支出，亦应 在

1997年初安排当年省级收支预算时

报经省委常委会一并统筹考虑，不得

在 1996 年度确定 1997 年的单项增

支项目和数额。《通知》还明确了由

省财政厅对财政预算安排的专项周

转金、基金进行清理并分项确定最终

规模和最终年限，报省政府审批。达

到最终规模和最终年限时，财政预算

即停止安排。  （本刊通讯员）

财税动态吉林省制定鼓励超收、
自求平衡、

消化赤字挂帐政策

为了确保完成全年收入奋斗目

标，实现全省财政收支平衡，力争县

县平衡，吉林省制定了如下政策措

施：（1）对当年超额完成上划中央“两

税”和省共享收入的市县，省共享收

入超过年初计划的部分，省给予适当

返还。（2）对当年做到自求收支平衡

的市县，省给予一次性奖励 50—100

万元。（3）对自行消化处理以前年度

赤字挂帐的市县，省按市县消化处理

额 1：1 的比例，再帮助处理一部分。
（4）除国家另有规定外，省对今年粮

食提价和清理册外耕地增加的农业

税收入不再集中，全部留给市县。

（本刊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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