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按照国务院规定，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经

费财政部门内实行由社会保障机构统一归口管

理。目前，各地区有的已经划转，有的正在研究

划转。去年，财政部对中央级行政离退休人员待

遇经费进行了划转，目前正在研究将公用经费、

管理机构经费通过预算进行划转。今年将研究

事业单位离退休经费的划转问题。在经费划转

中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按实际支出数划转，不

能漏项，更不能少划转；二是划转中要争取财政

内部有关部门的支持，特别是文教和预算部门

的支持；三是及时向厅（局）领导汇报，争取领导

的重视和支持，妥善解决划转中的问题；四是集

中统一归口管理是财政部门内部分工职能的转

变，绝不能因划转而降低了离退休人员待遇。

六、关于城镇贫困人员的救济问题

随着我国企业体制改革和行政事业单位体

制改革的深入，优抚救济对象、离退休人员收入

没有建立起相应的正常调整机制，这些人收入

增长低于物价上涨幅度，难以得到基本生活保

障，再加上大量的富余人员将逐步分流出来，这

个问题还会越来越突出。这是实行市场经济体

制的必然现象，又是我国当前改革中社会各界

普遍关注的问题，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安定，必须

想办法解决。目前，大连等许多城市已针对这一

新问题研究制定了城镇最低生活保障线，并拨

出专项资金，及时向城镇贫困人员提供了基本

生活费，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是，解决这个问

题，如果都由国家财政包下来，国家财政难以承

受，是不切实际的。因此，从近期来看，各级财政

部门一方面要积极参与城镇最低生活保障线的

研究测算工作，制定出切合本地实际的最低生

活标准，并注意与现有各项社会救济政策相衔

接。另一方面，要会同有关部门共同想办法，多

渠道筹集资金，保证城镇贫困人员的基本生活

需要。从长远来看，这个问题还是要通过建立健

全社会保障制度，理顺社会保障机制来解决。

（责任编辑  江正银）

财 税 动 态

福建省财政厅长

庄友松谈

“九五”期间

财政工作思路

本刊通讯员
（一）关于统一财权问题。统

一财权就是要健全、强化财政职

能，加强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

针对本省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

总值比重下降、预算外资金膨

胀、财政职能被肢解等问题，一

要强化综合财政职能，实行预算内

外资金“统一管理、统筹运用”办法。

二要加强税收征管，逐步建立和完

善地方税体系。要建立纳税申报、代

理、稽查“三位一体”的征管制度。三

要加强财政监督，强化财政部门对

专项资金的管理。总的原则是财政

资金投放到哪里，财政监督就跟到

哪里。四要加快行政事业经费改革

步伐，对行政经费按人头经费、公用

经费、专项经费“分户管理，专户专

用”，逐步将有条件的事业单位推向

市场，缩小财政供应范围。

（二）关于集中财力问题。“九

五”期间，在统一财权，壮大财力同

时，应重点支持农业、水利、交通、能

源、通信等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建

设，支持科教、卫生、环保、计划生育，

等事业发展以及农业脱贫致富奔小

康目标的实现。财政资金的使用要

同发展经济、培植财源、促进财政增

收紧密结合起来，财政专项拨款应

向山区、贫困地区倾斜，财政周

转金应向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倾

斜，以更好地发挥资金的使用效

益。

（三）关于培植财源问题。在

财源培植对象选择上要抓住重

点：一是巩固基础财源，大力培

植农业特产税源。二是优化主体

财源。通过国有资产存量流动和

合理配套，促进产业结构调整。

集中财力发展支柱产业、重点企

业和拳头产品，提高企业经济效

益。三是壮大乡镇财源，支持乡

镇企业加快技术改造步伐。四是

拓宽外向型财源，利用福建侨、

港、台优势发展外向型经济。五

是开发新兴财源，注重发展交通

运输旅游等行业，增加第三产业

的税收。

（四）关于振兴财政问题。初

步设想，“九五”期间全省财政收

入 按 计划年递增11 % 以 上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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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五”期末，财政收入总量将超

过 295 亿元，“两个比重”争取在

“九五”期间逐年有所提高，力争

到“九五”期末，全省财政收入占

国民生产总值比重提高到 13%
左右，省级财政收入占全省财政

收入比重提高到 23%左右。在继

续保持全省财政收支平衡基础

上，力争 1996 年财政收入总量突

破 200 亿元大关，1997 年实现全

省县县收支当年平衡，“九五”期

末消灭滚存赤字。

财税动态
河南省采取

激励机制促使

各 级 财政收 支平衡
本刊通讯员

为认真贯彻落实《预算法》，

尽快消灭财政赤字，最近河南省

财政厅报经省委、省政府同意，

建立了财政收支平衡的激励机

制，并制订 了具体的奖励办法。

主要内容是：

（一）对实现收支平衡的县，

从 1995 年起，按人均财力情况划

分档次，分别给予奖励。人均财

力由省财政按 1994 年财政决算

和有关统计资料测算核定。对市

地所属 县（市）全 部实现财政收

支平衡且不拖欠工资的，省财政

按每县一定数额奖励市地财政；

所属 县（市）未能全部实现收 支

平衡的地市，省财政不予奖励。

对当年实现了财政收 支平衡，并

且又消化了一部分 1994 年以前

滚存赤字的县（市），省财政按当

年消化的赤字额度，借给 1—2 年

的生产周转金，用于扶持生产发

展。

（二）各县市在实现 了财政收支

平衡和消化了以前年度赤字后，不

得再出现新的赤字。否则，省财政将

如数扣回奖励款及借给的生产周转

金。

（三）省财政将组织力量对各市

地县的 1995 年决算及有关凭证资

料进行认真审查。如实列报决算的，

省财政的平衡奖励资金将通过上下

级结算补助各地。凡未按财政决算

编审要求填报决算，弄虚作假，形成

虚假平衡或虚列赤字的，省财政将

收回其奖励款，不借给生产周转金，

并责令其纠正，给予通报批评。

（四）平衡奖励资金由市、地、县

政府统筹安排，可以用于消化以前

年度赤字或用于发展生产，奖励资

金不得用于对个人的奖励或购买汽

车等高档消费品。

财税动态

湖南省财政厅

座谈全省财政
“九 五”计划及

2010 年规划

本刊 通 讯 员

最近，湖南省财政厅召开了《湖

南省财政“九五”计划及 2010 年规

划》座谈 会，与会 代表对全省财政

“九五”计划及 2010 年规划的编制

与实施提出如下建议：

（一）必须充分看到湖南省存在

的困难和面临的形势。湖南是一 个

农业大省，在财政上的突出表现是

直接为财政提供的收入少，同时财

政对农业的投入则较大。怎样提

高农业的收入，将农业大省转变

为财政强省，是“九五”及很长一

段时期内湖南所要解决的课题。

（二）必须改变工业基础薄

弱，企业效益不高，财政收 入乏

力状况。今后一个时期，要在强

化第一产业，提高农业效益的同

时，大力发展第二、第三产业，特

别是发展能够增加地方财政收

入的产业。贯彻“集中全力办大

事、握紧拳头抓重点”的指导思

想，坚持发展经济，培植财源，提

高财政收入。

（ 三）努力改变财源结构不

合理的状况，增强财政后劲。

（四）完善财政体制，加强税

收征管，狠抓财源建设。“八五”

期间湖南财政收 入的快速增长

与过去多年的财源建设是分不

开的。今后工作的重点应主要放

在完善财政体制，发展经济，培

植财源，加强收入征管方面，增

加财政收入。

（五）必须健全财政职能，加

强宏观调控。目前财政困难，对

经济调控乏力的根本原因是，财

政职能被肢解，很多部门都在行

使财政职能。要健全财政职能，

强化预算管理，理顺预算内外关

系。

（六）关 于“ 九 五”计 划 及

2010 年计划指标。在制定计划指

标时，既要看到经济发展的有利

因素，也要正视存在的困难。地

方财政收入的持续 高速增长是

不现实的，而且实际的可用财力

并不多。因此，“九五”时期，要根

据“量入为出”的原则，大力压缩

行政经费，合理调整支出结构，

使财政支出增长低 于财政收 入

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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