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地情况不同，面临的机遇和采取的对策也应

有所不同。财政作为一级政府的“总帐房”和“参

谋部”，要树立大生产、大市场、大流通、大外贸

和大财政的思想，多考虑一些涉及本地财政经

济全局性的问题，主动积极地提出决策建议。三

是敢于坚持原则，当好财经“卫士”。财税工作处

于利益分配的焦点，矛盾集中。特别是常年工作

在征收管理第一线的税务干部，工作非常辛苦。

在这里我要说，为国征税，无尚光荣，党和政府

支持你们，政法机关支持你们，广大人民支持你

们。同时我也希望，财税部门的干部要更加坚强

起来，理直气壮地为党和人民的事业组织收入，

毫不动摇地抵制各种违反财经法纪的行为，坚

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财税法规政策，

无情地揭露和抵制财政经济领域中的不正之风

（例如有些企业亏损很大，但奖金照发、小车照

买；某些地方有钱买汽车、盖楼房，而财政出赤

字、无钱发工资）。总之，越是搞市场经济，越是

需要加强财税监督，财税部门应从党和国家的

利益出发，认真履行财税监督的神圣职责，财税

干部应成为一支“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让

党和人民信得过的队伍。

做 好 财 政 工 作 的 几 点 体 会

赵吉成原黑龙江省财政厅厅长

我在财政战线已经整整工作了 30 个春秋。

30 年，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暂短的一瞬，但

对一个人来说，则几乎是他一生中有效工作时

间的全部。在这 30 年中，我亲眼目睹了社会主

义财政在十年动乱中所遇到的曲折，也亲身经

历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财政在改革开

放的大环境中所开始的又一次真正的复兴。现

在，经组织安排，我就要离开我所钟爱的财政事

业了，离情依依，其言难表。回顾以往，我对如何

做好财政工作体会最深的莫过于如下十个字五

句话。

一、合拍——围绕主旋律，弹好协奏曲。近

年来，全省财税工作之所以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财政状况得到明显好转与进步，重要的一条就

是各级财税部门一以贯之地坚持了“一个中心、

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死死扭住服务经济建

设这个中心不放，紧紧围绕不同时期省委、省政

府的中心工作开展财政工作。实践证明，财税工

作紧紧围绕党和政府中心工作运转，既是主动

争取党委、政府加强对财税工作领导的最佳选

择，也是推动解决财政经济问题的必由之路。财

政工作之所以能够做到合拍、顺势，主要是在工

作中注意强化三个意识，处理好三个关系：即强

化超前意识，凡事往前想三步；强化参与意识，

把财政工作紧密地置于省委、省政府的中心工

作之中，而不是游离之外；强化服务意识，追求

服务质量和服务效果。处理好三个关系，即：自

觉处理好全局与局部的关系，找准财政服务中

心工作的最佳视角与位置；处理好服从与创新

的关系，不能简单地照抄照转上级精神；处理好

主动服务与被动服务的关系，不等不靠，主动出

击。

二、合力——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经

济的发展推动了社会分工的细化，同时也要求

强化各部门之间的协作与联系。“给我一个支

点，我用杠杆能够撬起地球”。阿基米德的智慧

名言，在“杠杆、支点、操作”上为我们留下了许

多可贵的启示。“分则一盘撒沙，合则力大无中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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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这正是先人所要告示人们的道理。财政税

收作为调控国民经济运行的重要杠杆，如何运

作才能更好地保证政府意图的实现，运用合力

可以说是我们这些年来寻求到的一种新的运行

艺术，也是值得今后坚持和发扬的。

合力必须合心。首先是财政战线自身的上

下贯通，协调一致。重要的是领导班子一班人的

团结，只有硬班子才能带出硬队伍，完成硬任

务。

合力必须合手。为强化财政工作调控力度，

这几年，各级财税部门主动加强与兄弟部门的

联系与合作，共同启动我省经济运转，这比我们

自己单兵作战解决难点问题要好得多。

合力必须合拍。不是各持一把号，各吹各的

调，而是共同围绕省委、政府的中心工作协调动

作，从而真正形成合力，达到优势互补，而不是

力的抵消。

三、导向——实施新策略，促进上台阶。在

我省国民经济迅速发展，财政资金相对匮乏的

情况下，如何充分发挥财政的调控杠杆作用，促

进经济发展，多年的努力与探索，概括为一点，

就是改变了以往偏重依靠资金调控国民经济运

行的单一格局，向依靠政策、资金、工作多方位

的导向性调控转变。这种导向性调控，使各级财

政发挥了“牵一发动全身”的事半功倍作用，成

为财政工作由被动变主动的一个重要法宝。

一是政策调控的导向性。在某种意义上说，

这种政策导向也是一种资金的注入，但比资金

注入往往更有效。而且这种政策上的含金量往

往由财政与企业共同负担，使财政可以用较少

的代价，换取搞活企业、培植财源的较大效益。

二是资金调控的导向性。为缓解财政资金

短缺的矛盾，寻求财政投入的乘数效应和牵动

效应，各级财政部门逐步改变了过去由财政包

打天下的局面，把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企业自

有资金和社会闲散资金的统筹运用上。为解决

某个资金需要量大的重点问题，财政适当投入

一些资金，做为“引子”，吸纳社会各方投资，确

实能够起到以少引多、投一引十的作用。这种资

金导向方法的应用，虽源于资金紧张情况下，就

是将来财政状况好转了，我们也应坚持这样做，

使财政职能作用更大限度地发挥。

三是工作调控的导向性。通过强化工作力

度，搞活资产存量，走不花钱或少花钱提高企业

经济效益的路子，是各级财政部门的又一创举。

这种工作上的导向，对于财力紧缺的各级财政

具有更大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如能同政策与

资金导向形成合力，则大有潜力可挖，前景十分

广阔 。

四 、创新——另辟新途径，解决新问题。经

济形势的深入发展客观上要求我们要不断地研

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发展是硬道理，而没有

创新就没有发展。如何做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下的财政工作，不仅在我省的财政历史发

展中无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就是在全国范围

内也无成例可援。我们固然可以参考兄弟省市

的某些好的做法，但从根本上说，只有靠我们独

立地认识和分析我省省情，以严格的科学态度

和勇于创新的精神去积极探索，才能找出振兴

我省财政的路子。这些年来，全省各级财政部门

为此付出了辛勤的劳动，认识在提高，路子在拓

宽。应当说，没有不断的改革创新，我省财税工

作就没有今天这样大的进展。不打破循规蹈矩

的思维定式和照抄照搬的工作方法，也不会有

创新的工作思路。

五、求实——“一本经念到底，一件事抓出

头”。财政工作是一项十分严谨的工作，来不得

半点虚假和“水份”。“一本经念到底，一件事抓

出头”强调的就是一种求实、务实的作风。

一是思想观念上求实。就是自觉坚持实事

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每年工作思

路的敲定，重点工作的确立，预算收支的安排以

及大的举措的出台，都力求做到既体现各级党

委、政府和上级财政部门的总体要求，更要符合

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具有可操作性。

二是工作作风上求实。就是为适应改革开

放的新形势，特别注意加强调查研究，把调查研

究作为决策落实的重要途径。没有求实的作风，

就干不出务实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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