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此，既要重视工业生产财源建设，又要重视流

通财源建设和第三产业财源建设。除发展县

（市）办企业外，还要实实在在地把乡镇企业搞

上去。乡镇企业上去了，就可以支持农业，使贫

困县摆脱贫困。对政府确定的有效益的建设项

目，财政部门要积极参与，全力支持，千方百计

促其实施。总之，财政不能算死帐、算小帐，要算

活帐、算大帐，要通过转变观念，把支持促进经

济发展作为每一个财政干部职工的自觉行动。

（二）要树立大财政观念，拓宽理财领域，多

渠道筹集经济建设资金。当前发展经济的最大

制约因素就是资金问题。因此，财政部门要把支

持经济发展的重点放在资金上，把筹措资金作

为一项重要任务。预算内安排的建设资金是有

限的，要拓宽视野，调动预算内外一切能使用的

资金。一要搞活财政周转金。财政有一定数量

的周转金，但能周转的不多，好多都沉淀下来，

有的是实在还不了，有的是有意不还。这个问题

要下功夫解决。要提出目标，明确责任，实行奖

罚，真正把这部分资金搞活。二要管好预算外资

金。要有预算内保吃饭、预算外搞建设的思想。

现在预算外的财政性资金比较分散，办不成大

事。应采取措施，集中使用，财政决策不了的，可

提交政府，协助政府研究一些办法，将房改资

金、城建资金、社会保障资金及分散在各部门的

其他财政性资金管好用好，集中起来办几件大

事。三要积极拆借、融通、吸收社会资金。四要

探索建立健全财政投融资体系，可以学习南方

一些地方的经验，探索建立第二财政（预算外代

管资金）、第三财政（社会资金），充分发挥财政

支持促进经济建设的作用。

（三）要强化依法理财观念，注重新兴财源

的开发，加强薄弱环节的税收征管。渡过当前的

财政困难，抓好税收是关键之一。对国有工业企

业要正确处理取予关系，该支持的要支持，该依

法收的税，也要依法征收。要把收入抓上去，眼

睛不能光盯在国有工业企业上。随着市场经济

的发展，房地产开发、土地出让、转让、出租、咨

询服务等一些新行业迅速兴起，已形成很有潜

力的新税源。对这些新兴产业，从政策上该支持

的要支持，但该收的税也要依法收上来。在当

前，市场空前活跃，我们也应研究制定相应的征

管办法，应通过调查研究，摸清底数，研究措施，

加强征管，堵塞漏洞。批发扣税取消后，相应的

办法要跟上去。国有商业、供销、物资等企业承

包后，也要研究相应的征管办法。现在有的地方

承包后营业税下降，这很不正常，要采取措施堵

漏增收。税收的薄弱环节抓好了，不仅可以增加

财政收入，还能解决社会分配不公问题。

（四）要坚持平衡观念，以改革促平衡，以节

支保平衡。在财政支出的安排上，应有保有压，

吃饭的钱要保，公用经费能保多少保多少。财政

部门应协助政府领导把住预算口子，把一些不

合理的开支压下来。对乡一级，要注意从体制上

调动他们增收节支的积极性。人员膨胀也是造

成财政困难的一个原因，因此，要抓住当前的改

革机遇，研究制定一些政策措施，支持事业单位

搞创收，鼓励行政机关分流人员办实体。对行政

事业单位人员所办实体，该“断奶”的要及时“断

奶”，一时断不了的，也要加强管理。

舍，那只能使财政越来越困难。

其四、只有各经济杠杆的协调配合，才能最

大限度地发挥各自促进经济发展的职能。唐山

这样做了，效果十分明显。而有些地方做得还不

够。在那里，一方面重点建设资金严重不足，另

一方面财力使用与管理又相当分散，各部门手

中都各自抓着一把米打着自己的小算盘，形不

成资金合力，致使重点建设项目资金不能如期

到位。因此，要象唐山那样，建立以财政为核心

的资金协调机构，集中财力办大事，才能使有限

的资金发挥最大的效益。

（调研组成员：陈金城  齐守印  苗文瑞  许亚

琴  程凤朝  宁金彪  徐联中  主笔：程凤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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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报告

关于唐山财政经济

发展的调查与思考

冀财调研组

在 1976 年大地震中，险些从中国版图上被

抹掉的唐山，17 年后的今天，以经济蓬勃发展

的雄姿巍然屹立在冀东大地上，成为渤海之滨

一颗璀璨的明珠。1992 年，全市实现国民生产

总值 187.3 亿元，国民收入 154.3 亿元，工农业

总产值 335.1 亿元（1990 年不变价），按可比口

径分别比 1987 年增长 97.5% 、82%和 99.9%。

在经济大踏步前进的基础上，财政收入稳定增

长，1992 年全市财政收入达到 15.5 亿元，比

1987 年增长 95.7% ，财政与经济步入相互促

进、相得益彰的良性循环轨道。总结唐山的经

验，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有以下几点。

——唐山有一个明晰的、一以贯之的经济

发展战略。“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失时机

地加快发展”，这是唐山市委、市政府自 1986 年

基本结束复建任务以来始终坚持的指导思想。

他们紧紧抓住国家向能源、原材料等基础产业

倾斜和对渤海湾地区实行对外开放的有利条

件，不失时机地加快经济发展，提出了依托京津

唐大三角，发展市区——唐山港——南堡“新三

角”的战略构想，并把构想逐步具体化，班子一

任接一任、措施一环扣一环地狠抓落实。在经济

发展中，强化对老企业的技术改造，着力增投

入、上项目。层层建立项目库，拓宽筹资渠道，使

“七五”后三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年均达到 23 亿

元，1991 年投入 35亿元，1992 年增到 64 亿元，

特别是把争取列入国家和省“八五”计划的一批

大中型项目，作为壮大经济实力，增强发展后劲

的重中之重来抓，收到明显成效。与此同时，努

力改善开放和发展的硬环境，着力抓好港口、电

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为经济的全面

起飞奠定了基础。在邓小平同志南巡重要谈话

和党的十四大精神鼓舞下，唐山市委、市政府在

已有的发展思路基础上，又进一步完善了“以港

口为龙头，推进双向开放；发挥三大优势（基础

产业、靠京津、环渤海），狠抓三大开发（资源、市

场、技术），加快四区建设（海港开发区、南堡开

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城镇经济小区），提前五

年翻两番”的战略构想，并重新调整了“八五”计

划和十年规划，确定今后五年的主要奋斗目标，

其中：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 12%以上，

到 1997 年突破 300 亿元；财政收入平均每年增

长 8—9%，坚持当年收支平衡。

——财税、金融杠杆协调联动，社会财力形

成合力。资金不足是当前经济发展主要制约因

素之一，唐山市各经济部门在资金使用上强调

协调一致，紧密配合。为此，市政府成立了以政

府主要领导为组长、主要经济部门领导为成员

的“资金协调领导小组”，采取“集中谋划、统一

指挥、分级负责、协调联动”的科学运筹方法。同

时，市领导十分注重与金融、税务等垂直领导单

位的沟通，在做出重大经济决策之前都征求这

些部门的意见，尽量取得共识。为鼓励各部门增

加对重点项目的资金投入，市政府制定了“搞活

资金、多渠道筹措资金的奖励办法”，对有突出

贡献的单位或个人实行重奖。各经济综合部门

也都自觉地服从、服务于全市经济发展的总目

标、总任务，部门之间相互沟通，相互配合，不演

独角戏。市财政局在安排和调度使用预算内外

资金时首先考虑的是全市大的计划盘子，集中

资金，保证重点。如对作为全市“1号工程”的唐

山港，财政局积极为其筹措资金，截至今年 6 月

底直接投入资金 2 500 万元，并与有关部门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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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协调，将土地出让押金 2 043 万元也调给港

口，还拿出 150 万元用于港口的前期准备建设。

市税务局在批复有关企业减免税时，总是先和

财政局沟通，取得一致意见后再和市政府有关

领导协商，坚持把减免税用到对全市经济发展

有重要影响的技改和扩建项目上。各家专业银

行积极配合市政府整体经济目标的实施，大力

吸收存款，多方筹资，搞活存量，用好增量，不断

增强信贷资金的投放实力。各类非银行融资机

构贴紧重点建设项目，大力吸收社会闲散资金，

开辟了筹措建设资金的第二、第三战场。总的

看，唐山市把各方面的积极性都调动了起来，在

增加投入这个主战场上打了一个又一个围歼

战。

——财政部门摆脱就收支论财政的理财模

式，寓财政于经济发展之中。唐山市财政部门转

换脑筋，解放思想，转变作风，从认识到实践都

出现了新的飞跃。

一是强化经济决定财政的观念，坚持贯彻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积极参与谋划全市

经济发展蓝图，为发展唐山经济当参谋，想办

法。他们站到政府角度、全局角度考虑问题，对

各方面让利或增支要求，不是简单地点头或摇

头，而是周密细致地分析研究，在可用财力范围

内能解决的问题不推不躲，不能解决的给政策、

给办法。

二是强化大财政观念。他们按照发展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大胆地拓宽理财领

域，认真管好预算内资金，进一步用活预算外资

金，积极参与、统筹、引导社会其它资金，千方百

计筹措资金，保证重点建设和生产发展的需要，

财政的经济建设职能大为增强。

三是强化效益财政的观念。在筹集建设资

金的同时，唐山市财政部门十分注意投资效果，

把钱用到刀刃上。对财政安排的基建、技改资金

主要采取贴息、有偿周转、参股、控股的形式发

放，放大资金功能。如对“唐山港”的建设，财政

采取以小钱引大钱的办法，在建设期内每年贴

息 3500 万元，以确保总投资 9.5 亿元到位。对

拆借来的资金，市财政建立了“财政偿债基金”，

以保证按期归还。

唐山的经济建设给人的印象是深刻的，由

此引发的思考也是耐人寻味的。

其一、只有抓住机遇，才能加速发展。同样

面临着资金短缺问题，唐山却抓住了小平同志

南巡谈话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机遇，多

方筹措建设资金，大力增加投入，为下一步的大

发展加足了油；面对当前整顿金融、财税秩序，

他们在认真贯彻中央精神的前提下，冷静分析

本地情况，妥善处理和解决存在问题，精心找准

最佳结合点，谋划在规范的经济环境下快速发

展的新思路。这说明，机遇是客观的，就看你认

识不认识，机遇又是有时间性的，稍纵即逝，就

看你能不能及时抓住。当前要把整顿财税秩序

作为解决财政问题的新的机遇，切实抓住这个

机遇，珍惜这个机遇，用好这个机遇，使我们的

财政经济工作步入良性循环的轨道。

其二、只有转变观念，才能开拓进取。唐山

的起步是从 1985 年学东北、学山东、学南京开

始的，但他们的作法和兄弟省市并不完全一样，

而是在更新观念，解放思想的基础上，结合唐山

的具体情况来干的。这说明，学习先进，关键不

在于模仿具体的方式和方法，而在于学习先进

者的观念和思路。如果，别人怎么干我也怎么

干，别人没干的，我也不能干，永远也超越不了

别人。要想超越别人关键还在于能超越自己。

其三、只有着眼于经济，才能从根本上解决

财政问题。在调查中看到，唐山市安排的预算内

收支盘子也是相当紧的，收支矛盾也比较突出。

但唐山市财政部门对一些重大事项，即使预算

内资金难以解决，也想办法通过预算外或企业

作贡献等渠道，去努力解决问题。这里的奥妙是

唐山财税部门深知财政和经济的关系，经济决

定财政，未有经济不发展而能解决财政问题的，

未有经济无基础而使财政充裕的。他们主动参

与谋划全市经济全局，并为落实经济规划筹资

金，做协调工作。如果不研究经济，不参与经济，

遇到经济发展问题时总是强调财力紧张，无所

作为，既拿不出钱，又拿不出法儿，甚至退避三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调查报告
	关于唐山财政经济发展的调查与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