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进行有计划的培训。当前，要着重加强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经济管理理论与运作方法的培训，让广

大干部熟悉现代经济管理的规律和有关知 识；要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切实加强思想政

治工作和职 业道德教育，使干部职工都能了解党在新时期的方针、政策，自 觉遵守财税部门的职 业

道德规范，做到廉政勤政，不断提高干部队伍素质。

安排好财政工作  为经济发展服务

——全国财政工作会议在京召开

本刊讯：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于 1992 年 12

月 22 日至 29 日在京召开。这次会议检查分析

了 1992 年的国家财政执行情况，安排和部署了

1993 年财政计划和财政工作，并围绕建立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研究了财政部门职能转变、

深化改革、加强宏观经济调控等问题。李鹏总理

在闭幕会上听取了财政部长刘仲藜的汇报以及

山东省财政厅长黄可华、四川省财政厅长李达

昌、辽宁省税务局长郑树模的发言后作了重要

讲话，朱镕基副总理也在闭幕会上讲了话。国务

委员王丙乾在会议开幕时讲了话，财政部长刘

仲藜在会议开始时作报告并在会议结束时作总

结。

李鹏说，党中央、国务院十分重视财政工

作，在经济发展和改革中，财政工作是经济总量

平衡、宏观调控的重要方面。这几年财政收入增

长慢、支出增长快，对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是不

利的，其根本原因是企业的经济效益低，当然也

有财政管理上的问题，包括随意减免税、税收流

失和开支上的浪费等，这些问题应引起重视，并

下决心解决。希望各地区、各部门要下功夫促进

经济发展，支持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加强管理、

狠抓扭亏增盈，努力提高经济效益。同时要加强

收入征管，严格控制支出，不断提高资金使用效

益。流转税是国家的主税种，应予保护。各级政

府要支持财税部门大胆履行职责，真正做到依

法理财，依法治税。

李鹏说，财税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

重要环节，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至关重要。财税改革的进程要加快，近期财税改

革应积极进行国有企业“税利分流”的改革试

点，规范国家与国有企业的分配关系；进一步修

订和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的试点方案，规范

中央与地方的分配关系；加快税制改革的步伐，

为企业公平竞争和调节收入分配创造条件。

李鹏说，要严格国家的财经法纪。财政部门

要敢于对国家和人民负责，在宏观上要管住管

好。财政工作是各种经济利益矛盾的焦点，各级

领导都应重视和支持财政工作。

朱镕基充分肯定了财税工作取得的成绩，

并要求财税战线的领导和广大职工要牢固树立

生产观点，坚持“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把发展

经济和培育财源结合起来，按照产业政策要求，

大力支持企业技术改造，认真落实中央和国务

院关于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有关政策法规，并

严格控制财政支出，保证财政支出的平衡。

王丙乾指出，要坚持用党的十四大精神指

导和推动财税工作，坚持用深化改革的办法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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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经济发展和振兴财政，坚持狠抓增收节支，努

力筹集资金，为促进经济高速发展服务，要从全

社会需求出发，抓紧培养财税和财会人才的工

作。他希望各级党政领导进一步重视和支持财

政工作，切实加强领导，把财税工作摆上重要的

日程；希望各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继续对财政

工作给予更大的支持和更多的配合；共同把财

政工作做好，为全面完成国家财政收支任务，为

今后振兴财政，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出新

贡献。

出席闭幕会议的领导同志还有李贵鲜、李

岚青和罗干等。

财务管理

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在山东

财政部农财司调查组

从 80 年代中后期起，山东省莱芜、诸城、寿

光等县市的财政部门就明确提出，财政支农的

重点要放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上，从增

强农业发展生机和活力方面优化农业投入结

构。据莱芜市统计，1986—1991 年，全市财政预

算内支农支出累计达 5 400 多万元，平均每年

900 多万元。仅 1991 年就支出 1 451 万元，占当

年财政总支出的 24% ，其中有 480 万元直接用

于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目前，全市已基本

形成农业科技推广培训、畜牧业产供销、水利水

产、林果生产、农业机械、物资产品购销等服务

体系。寿光县近几年仅县级财政预算内累计投

入市场流通体系、物资供应体系、农业技术服务

体系、畜牧兽医服务体系和农机管理服务体系

的资金已达 1 000 多万元。

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不断完善，促进了

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据寿光县统计，全县农作

物的良种覆盖率已达 95%以上；建成吨粮田 51

万亩，占耕地面积的 34%；有 18 个乡镇成为吨

粮乡镇，占乡镇总数的 52.9% ；全县 80 万亩小

麦全部实现机播，主要生产环节农业机械化水

平达 90%以上；畜牧业防疫密度已达 98%。

1991 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 46 亿元，其中农业

产值 15.6 亿元，农村经济总收入 18.8 亿元，农

民人均纯收入 962 元。财政收入连续五年超亿

元，1991 年达 1.39 亿元。该县已跨入全国百强

县之列。当地党政领导说，近几年农村经济的全

面发展，一条主要经验就是得益于不断建立健

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广泛筹集资金

建立 县（市）乡两级 财政信 用机构，对财政

预算内、外的有偿资金和沉淀资金以 及各部门、

各单位的预算外资金等实行集中统一管理，融

通使 用。莱芜市从 1988 年建立财政信用机构

后，随即建立“三不变两统一”的管理制度，即各

项周转金原渠道不变，安排使用权不变，专款专

用原则不变；统一资金占用费收取标准，统一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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