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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按照市场形成价格的

原则及中央的部署，积极配合有关部

门推进价格改革，逐步建立起关系人

民生活必需品、重要商品的价格调控

机制。
（二）进一 步建立和完善粮油副

食品风险基金制度，建立政府调控市

场的机制。加强对政府储备商品的

管理，对生猪、鸡蛋实行最低保护价

收购，结合清理整顿定点屠宰，发挥

国合商业调控市场、平抑物价、保证

市场供应的主渠道作用。财政要扶

持一批副食品生产基地和产供销一

体化的企业集团，增强调控市场的能

力。
（三）建立补贴制约机制。对粮

食部门在进一步完善政策性业务和

商业性经营两条线运行的基础上，实

行“总额控制、定额补贴、目标管理 、

减亏分成”的补贴办法，控制平价粮

销量。对受政府委托承担平抑市场

物价任务的国合商业企业，要根据较

先进的成本管理办法和所承担的政

策性业务，核定补贴标准，控制补贴

数额。对企业的经营性亏损，财政不

予弥补。对城市公用企业剥离政策

性 亏损和经营性 亏损，实行总额控

制，分项考核，促进企业机制的转变。
（四）与有关部门配合建立对社

会低收入人员最低生活水平的保障

机制。学习上海市经验，将普遍性补

贴变特殊性补贴，即实行对低收入人

员的帮困卡制度。
（五）建立市和区 县政府对粮油

和副食品生产、供应两级 调控的机

制。区县政府要积极筹措资金，建立

本区县的粮油、副食品风险基金，用

于调控市场。

财税动态
宜昌市加强社会保

障周转金回收管理

严红武  力 人

1995 年，是宜昌市财政局成立

社保科的第 一年。针对以 往财政周

转金回收难的问题，该科一 成立，就

把原行财科投放的社会保障周转金

的回收问题当作一 件大事来抓。当

年该局应回收本级财政社保周转金

112万元，实际回收周转金 99 .2 万

元，回收率达 88.6% ，当年又投放周

转金 76 万元，回收周转金的投放率

达到了 76.6% 。他们的作法是：

（一）加强了建帐建制工作。社

保科成立之初，他们就认真清理过去

的周转金的投放金额、时间、单位、项

目以及回收期限等有关资料，摸清使

用及效益情况，为建帐建制 、顺利收

回到期周转金打好基础。（二）明确

各专管员的岗位责任制，把年终周转

金回收管理作为工作考核和政绩考

核的重要内容，采取既分工又合作的

方式，增加每个专管员的压力。（三）

对所有尚欠财政社保周转金的单位，

下达周转金催款通知书，限期归还本

息，对逾期不还的加倍收取占用费。
（四）争取有关科室配合，对少数到期

尚不归还周转金的单位，采取从预算

拨款或预算外财政专户资金中抵扣

的办法，并取消再次借款的资格，以

确保财政社保周转金的灵活运转，并

发挥最大效益。（五）认真做好财政

社保周转金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坚持

民主决策与科学决策的原则，对确需

扶持的项目，采取专管员认 真调查 、

测算，科室提出意见，分管局长审批

的办法，严把周转金投放关。在具体

投放手续上，切实做到“四 有三还”。

即有担保 、有抵扣 、有还款、有责任，

谁借谁还 、有借有还、不还不借。通

过采取这些措施，宜昌市本级财政社

保周转金的回收管理工作，已走上了

良性循环的轨道。

财税动态
沈阳发挥专家和实际

工作者结合的优势

促进财政科学管理

为充分发挥财政在宏观经济调

控中的作用，提高财政收支管理效益

和全市经济运行质量，沈阳市财政局

与辽宁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联合成立

了财政收支政策宏观战略研究课题

组。这个由经济学专家和实际部门

工作者共同组成的课题组，旨在调查

了解财政收入构成及财政支出结构，

根据近年来财政收支状况，监督和预

测国民经济运行质量，探讨未来财政

收支政策，使财政收支管理更加科学

化、规范化，进一步促进地方财源建

设和国民经济运行质量的提高。课

题组将以例会形式，定期分析财政收

支状况，提出收支政策研究报告；同

时，将从定性定量分析的角度，对财

政收支经济计量模型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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