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些必要的财政支出难以保证，财

政性投资下降，财政的宏观调控

职能弱化。因而，振兴国家财政尤

为紧迫。讨论中，代表们从不同角

度和层次上分析了国家财政困难

的成因。总的认为，财政困难是国

民经济运行状况的综合反映，主

要是经济结构不合理，经济秩序

不正常，经济改革不配套，经济效

益不理想，国家财力过于分散等

因素综合造成的。因此，振兴国家

财政是一个战略性、长期性和全

局性的根本问题，必须统一思想，

实现财政管理体制和财政发展模

式的转变。振兴财政的基础在于

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和效益的提

高。为此，一是调整产业、产品结

构，促进结构优化，振兴经济，抓

好财源建设，为振兴财政提供稳

固的基础，二是规范分配秩序，理

顺分配关系，调整分配格局，扭转

国家财力过于分散的状况；三是

进一步完善财税体制，健全财政

法规，力争在“九五”后期建立一

个适应社会化大生产和符合市场

经济要求的比较科学合理的财税

体制，使政府理财纳入法制化轨

道。另外，规范预算外资金的管

理，也是振兴国家财政的重要内

容。  （本刊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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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荣凯强调财政

发展应处理好

七个关系

福建省财政厅副厅长陈荣凯

最近提出，发展财政要处理好七

个关系：

一是正确处理中央财源与地

方财源的关系，确保中央财政收

入与地方财政收入稳步增长。只

有保证中央财力的增长，才能求

得地方共享财源以及中央对地方

税收返还额的增加。不能因为中

央分了部分税收而忽视对企业的支

持，要中央财源与地方财源并重。

二是要正确处理速度与效益的

关系，走依靠科技、依靠人才、提高经

济效益为主的新路子，增加财源增长

中的科技含量。

三是正确处理近、中、长期的关

系，形成完整的财源目标体系，促进

财源建设梯级化。近期财源建设的

重点是调整结构。在此基础上，选择

发展重点，培植有后劲的财源，形成

现实财源、速成财源、潜在财源、基础

财源、后续财源、重点财源全面发展

的格局。

四是正确处理主体财源与补充

财源的关系，促进财源建设多元化。

在支持国有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

发展的同时，积极鼓励乡镇企业、“三

资”企业、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发展，

并加快农业特产税源的培养。

五是正确处理一、二、三产业的

关系，优化财源结构。要把发展第三

产业作为地方财源培植重点，并逐步

提高第三产业占国民生产总值和整

个财政收入的比重。

六是正确处理财政调控与市场

调节的关系，加强财政对财源建设的

政策引导。财政调控主要应该在市

场调节不到位的领域发挥作用。财

政周转金作为财政调控的一个重要

手段，应按财政部的“十六字”方针，

不断改进和完善管理，使之在支持经

济发展、培养财源中发挥更大作用。

七是正确处理服务与监督关系，

财政在为财源建设搞好服务的同时，

要严格监督管理，防止财源流失。

（本刊通讯员）

财税动态

季恩远认为

财政部门应树立

五大理财观念

山东威海市财政局长季恩远认

为，振兴国家财政应转变思路，树立

正确的理财观念。

一是树立大经济、大财政观

念。要破除惜收思想，按政策把该

收的收入全部收上来。今后安排

收入预算，要保持较高的增长速

度，保证财政收入与经济发展同

步增长，逐步提高财政收入占国

民生产总值的比重。

二是树立全局观念。在实际

工作中，要紧紧围绕党委、政府的

工作中心，从全局的高度来运筹

财政工作，给党委、政府当好参谋

助手，做到部门利益服从整体利

益，小家服从大家。

三是树立政策法制观念。财

政部门要带头依法理财，依法办

事，用法制和政策来规范每个干

部的行为。要结合“二五”普法和

加强财政法制建设，有针对性地

在全系统开展学法制、学政策的

活动，增强全体干部的法制意识

和政策水平。要开展经常性的执

法大检查，对在实际工作中有法

不依、执法不力、违法不纠的典型

以及造成重大损失的，要追究其

当事人的经济和法律责任。

四是树立效率观念。能今天

解决的问题不拖到明天解决，能

今天拨付到位的资金不拖到明天

拨付，尤其是支持生产发展和重

点建设的资金，要千方百计减少

在途时间，使之早拨付，早到位，

早发挥效益。要把提高机关办事

效率当作机关作风建设的大事抓

紧抓好。

五是树立科学观念。既要学

会“做蛋糕”，又要学会“切蛋糕”

和“管蛋糕”，要注重用两个“寒暑

表”（即国家财政是国民经济的寒

暑表，企业财务是财政状况的寒

暑表），对财政经济运行中的问题

进行科学分析，把科学的态度贯

穿整个财政工作的始终。

（本刊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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