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记、省长谈财税工作

本刊通讯员

去年十二月全国财政工作会议部署了今年

的财政工作，各地非常重视贯彻落实会议精神。

许多地方党政领导在当地的经济工作会议、财

政税务工作会议上和调查研究中，结合财政会

议精神和各地实际，就如何做好财税工作谈了

意见。

努力实现财政收支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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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财政收入，是经济工作的综合反

映。实施新的财税体制以后，财税工作

的任务更重、要求更高了。各级党委、

政府必须高度重视财税工作，把它作

为一项全局性的工作抓紧抓好。一是

必须增强全局观念，努力完成中央下达的税收

任务。这不仅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应尽的义

务。完成了中央税收任务，我们不仅能得到返还

基数，还能相应增加属于地方的共享税收入。二

是要下大力气加强地方财源建设，壮大地方财

政收入。当前最根本的是要加快经济发展，要坚

持以市场和效益为取向，调整产业结构，把重点

放在可以更多地增加财政收入的产业上，逐步

建立起立体式、多元化和有后劲的财源体系。要

提高国有企业经济效益，加快发展高产、优质、

高效农业，大力发展第三产业，这是增强财力的

关键所在。三是坚持收入要打足，支出结构要优

化，量入为出。要把有限的财力用在刀刃上，保

吃饭，保重点，努力实现财政收支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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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1995 年财政工作要做到措施早

到位，收入早入库，支出保重点，努力

实现财政收支平衡的目标。各级政府

和财税部门要尽快安排今年的收入计

划，把任务层层分解落实到各个征收

环节。要研究制定确保财政收入的均

衡入库措施；要积极推行零基预算，提高财政资

金的使用效益；要优先打足工资性支出，然后集

中财力保证农业、科技、教育、政法等重点支出

的适度增长。

认真贯彻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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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福建近十几年来财政收入增长幅

度不小，但是大部分都被吃掉了。去年

新增财力 82% 用在吃饭上，各地要好

好地算一算这笔帐，看有没有能够压

缩的开支。我走了几个地方，这些地方

都提到要“负重拼搏”，这很好，但是，我不赞同

搞过多的“负债拼搏”。不要以为，欠了一屁股的

债，反正都是“公家的钱”，这不行！大家都要为

财政分忧。要严格控制消费基金的过快增长。生

产决定消费，消费影响生产，要坚持“两个低

于”，即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要低于经济发展，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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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收入提高要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现在，从总

体上来说，消费基金膨胀过快。我省去年工资性

支出增长 47% ，虽然与工资改革这一特殊情况

相关，但也有消费基金失控，分配向个人过多倾

斜的问题。这是全国性的大问题。因此，要严格

控制盲目增加个人收入和社会集团消费增长过

快的倾向，把它作为一项很重要的任务来抓。这

也是抑制通货膨胀的一项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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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财政要贯彻适度从紧的政策，不仅

要完成国家下达的收入任务，在执行

中还要力争多收一点，以保障支出需

要。另一方面是紧缩支出，主要是从减

少 人 员和控制消费基金两方面想办

法。为此，预算安排要有一个顺序：第一，保工

资。拖欠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的工资要抓紧兑现，

特别是不能拖欠教师工资，困难县要在县里实

行统筹。第二，保稳定。保稳定要坚持两条：第

一条是要建立物价和粮食调节基金，以稳定市

场物价；第二条是要增加政法部门的补贴。第

三，保农业投入增加。我省农业基础薄弱，结构

调整缓慢，要适当增加投入，以改善这方面的状

况。第四，保结构调整的支出需要。第五，保各

项事业的基本支出。总之，支出该紧的要紧，该

保的还要保，这是一条基本原则。

充分发挥财政的宏观调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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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财政既是中央的调控手段，也是地

方的调节手段。在建立和发展市场经

济的过程中，要克服市场配置资源的

缺陷，实现公平竞争，搞活国有企业，

优化产业结构，都必须充分运用财政

这一宏观调控手段。这些年来，财政宏观调控手

段在促进云南省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中发

挥了重要作用。一是压缩支出，调整资金投向，

保证了基础设施和重点项目建设的需要，促进

了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二是合理调配

财力，完善过渡体制，保证了财税体制改革的顺

利进行和社会的稳定。三是加强财政监督和管

理，开展财税物价大检查，清理乱收费，净化了

社会风气，严肃了财经纪律。今年要进一步加强

宏观调控，抑制通货膨胀，加大农业投入，搞好

国有企业改革，继续抓好重点工程建设。财政部

门应充分认识和明确自己的职责，站在宏观的

角度，把握经济发展的全局，为实现政府调控经

济的职能服务。

大力支持农业生产发展，

巩固农业基础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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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

地位非常突出，如果农业特别

是粮食出了问题，就不仅仅是

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政

治问题，由财政负担的支出也

将更大。必须从思想上引起高

度重视，以实际行动支持农业生产的发展。要坚

决贯彻国家和自治区有关农业工作的各项方

针，继续执行“以棉补粮”政策，认真做好“以 棉

补粮”基金和棉花奖励款的收缴管理工作。自治

区人民政府将出台有关优惠政策，调动农民种

粮、售粮的积极性。要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增

加农业投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从今年开始，

各级财政部门必须保证预算内支农资金的及时

到位，各地、各部门宁可少上些项目，也一定要

增加对农业的投入，没有条件增加农业投入的

地区，要保证国家和自治区的支农专项资金用

于农业，不得以任何理由挤占和挪用农业专项

资金。各级审计部门要对财政支农资金进行一

次重点检查，对那些挤占、挪用支农资金盖大

楼、买汽车的要从重处罚，情节严重的要追究刑

事责任。另外，各地、各部门要积极探索多渠道、

多元化加强农业投入的思路，走国家、集体和农

民投入相结合的路子。

山东省委书记赵志浩说，增加支农投入，不

仅要靠财政预算内资金支持，还要广开筹资渠

道。要坚持预算内外一起上，无偿不足有偿补；

内资外资一起上，内资不足外资补。要把财政支

农的重点放在改善农业基本生产条件，加强水

利基础设施建设，搞好粮棉油及各类农副产品

生产基地建设，以及农业和畜产品良种的科技

攻关与推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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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财税政策要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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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与财源

建设有着密切的关系，只有国民经济

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提高了，财源的基

础才可能得到巩固和壮大。而加强财

源建设，对于增加财政收支的运营能

力，从而创造公平竞争的宏观环境，又有着重要

意义。各级财政、税务部门执行税收政策一定要

力求规范，切实纠正过去那种不规范的减税让

利、放水养鱼的做法，不能各行其是，随意变通，

更不能超越权限，在税法之外自行出台“减税让

利”的政策。要进一步巩固和完善财税体制改

革，加快地方税收体系的建立，积极推进税收征

管制度的改革，严厉打击偷、逃、骗税等各种违

法犯罪活动，堵塞收入流失漏洞，努力增加财政

收入。

财税干部要树立四种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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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全省广大财税干部要树立起以下

四种观念：一是大局观念。要正确处理

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长远利益与眼

前利益的关系，善于站在宏观的高度

总揽工作的全局，妥善处理好改革、发

展和稳定中遇到的种种矛盾和问题。二是服务

观念。要在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总目标、总任务

实现的同时，根据不同时期党委工作的不同重

点，来确定自己的工作重点。三是法纪观念。要

时刻注意遵守国家的法纪，处处按法规制度办

事，用实际行动维护财税纪律和法规制度的权

威性、严肃性。四是勤俭观念。要做到一分钱掰

成两半儿花，精打细算，精心运筹，切实把有限

的财力投放到受益大、质量好、效益高的地方

去，把钢用到刀刃上。同时，广大财税干部要加

强学习，不断提高思想水平、政策水平和业务水

平。要在学习书本知识的同时，努力向实践学

习，在学中干，在干中学，努力增强运用马克思

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要进一步加

强廉政勤政建设。财税部门是管钱的部门，财税

干部必须率先垂范，廉洁自律，做到“常在河边

走，就是不湿鞋”。  （责任编辑  石化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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