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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兴国 家财政是实现财政 工作“九 五”计划和 2010

年远景规划的基本任务。根据党的十四 届五中全会的

有关精神，去年年 底召开的全国财政工 作会议提 出，作

为振兴国 家财政的重要举措，“九 五”期间必须实行适

度从紧的财政政 策。

实 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是 1995 年年初根据国

家加强宏观调控的需要和 当时的财政状 况 作出的决

定。实施一年，初显效 力 ：宏观经济总量基本平衡，国民

生产总值保持了 10%的适度增长；物价指数 14.8% ，

创近几年新低；去年 1—11 月份和上年同期相比，全国

财政收 入增长 21.9% ，财政 支出增长 20.1% ，出现 了

近几 年 少有的收 入快 于支出增长的局面，由 于财政 支

出得到有效压缩，财政赤字没有突破年度预算。“八五”

之 末，财政 工 作出现了令人欣喜的发展趋势。

面对这种形势，我们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首先，

宏观调控 虽 然初 见成效，但 宏观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能

力依然很低。农业、科技、能源、交通、通讯等基础 产业

发展滞后；一般加工 工业发展过热；环境污染等经济社

会问题亟待整治；等等。其次，微观经济基础薄弱。企

业、尤其是国有大中型企业活 力 不足，利润下降，亏损

增加，拖 欠严重，负债过度，技术改造和生产所需流动

资金匮乏。同时，国 家财力 不足 、财政职能弱化、财政 法

制建设 滞后 等问题仍十分突 出，严重制约着财政发挥

其宏观调控职能和微观促进作用。这种情况 要求振兴

国 家财政 ，也 要求较 长时期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 策。

适度从紧，紧在何 处？

首先，要按 照《预算法》加强预算 管理，硬 化预算约

束。预算是财政 收 支的总闸门，能不能体现适度从紧要

看如 何确定预算，是不是执行适度从紧要看是否守住

预算。各级 财政安排预算要从紧考虑，保证收入增长快

于支出增长，争取 五 年左右基本 消除财政赤字。要堵住

收 入漏洞，把该收的尽量收 上 来：要加强预算外资金管

理，搞好 预算外资金专户存储，严防肢解预算；要 力戒

侈 靡之 风，提 倡勤俭 办事，以 廉洁、勤俭 的形象树立 党

和政 府的权威；要通过完善分税 制改革，规范政 府事权

职责以 及相应的财权范围，把近几 年过高的行政 支出

增幅降下来。

其次，要适应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需要，合理调整

支出结构。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 策不是全面 紧缩，而

是有保 有压，调整结构。预算内投 资应该逐步退出竞争

性投 资领域，切实增加农业投入、基础设施和基础 产业

投 入 ，大力振兴支柱产 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压缩行政 开

支和一般项目。

第三，转变财政 资金管理方式，提高财政 资金的使

用效 益，最大限度地减少资金浪费。要从过去简单地拨

款了事向加强调控与监督管理转变。按照国际通行的

财政 原则，从行政开支到基本建设投 资，从社会福利到

国 家重要物资储备，所有属于 完成政府行 为的资金都

应列入预算，所有列入预算的资金都要建立 严格的管

理与监督体系，并实行全程监管。这是健全财政 职能，

振兴国 家财政的一个重要方面。

提 高认识，增强全局观念是适度从紧财政政 策 顺

利实施的思想保证。现在，各地都希望利用改革开放的

大好时机加快 发展，但 经济发展要有长远打算 和全局

观念。党的十四 届五中全会《建议 》对如 何发展东部地

区作出 了原则建议，对发展中西部地 区也 提出 了增加

财政 支持和建设投 资等五 条具体措施。各地区要按照

《建议 》精神，在国 家规划和产业政策的指导下 ，确定适

合本地 区的发展重点和优势产 业 ，避 免地 区间产 业结

构同化。

宏观政策协调一致，方显政 策实效。在经济过热的

病根清除之 前，尤 其是财政 政 策和货币政策的运 用应

配合好，防止 出现事实上的一紧一松。如 近几 年，基本

建设投 资中有 50% 以 上 来自银行、财政、外资之外的投

资渠道，说明我国的财务管理、金融监管 等宏观调控仍

有很大的漏洞。不堵住这个“漏洞”，政 府宏观经济政 策

就难以 实现，投 资规模就 难以 控 制，结构调整势必不能

到位。对此，不能掉以 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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