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都要安排一定的预备费，并明确规定上半年不

能动用，下半年确实需要时才能动用，以应付不

可预料而又必须开支的支出，扩大财政平衡的

余地。要求各地、市、县每年根据财政预算执行

情况不断自行补充预算周转金，增设财政专项

周转金，省财政不再增拨，补充的数额和比例，

在确保预算正常执行的情况下，根据本地财政

收支规模等具体状况而定。设立财政专项周转

金，扩大财政的后备力量，用于支持和发展生产

建设事业。经过近几年的努力，全省预算周转金

和财政专项周转金都增加很快。

紧缩省级，放活县乡

近几年，我们一方面加强省级预算收支管

理，增强省级财政调控能力；另一方面又对县乡

从体制上、政策上给予支持和优惠，增强“造血”

功能。1986 年赣州地区成为经济体制改革试验

区，省财政对该区上缴省 8%的体制分成全部

免交，五年共免交 6 434 万元。1987 年，对资溪

等 18个边际贸易县放宽了政策，给予了适当的

政策优惠。1987 年中央财政向我省的借款，省

财政对补贴县和贫困县都给予了照顾，减轻了

这些县、市的财政负担。为了调动产粮县积极

性，、1989 年提高了省内粮油调拨经营费标准，

此项政策使产粮县得到 2 200 多万元的好处。

近两年，新出台的增加收入措施大部分留给了

县市，增加的价格补贴支出大部分由省财政负

担。由于省对县市在体制上、负担上放得比较

活，进一步调动了县乡增收积极性。1991 年财

政收入超 4 000 万元的有 22 个县（市），其中亿

元县（市）有赣州、樟树、南康、丰城等 4 个；17

个补贴县摘帽，减少补贴 2 830 万元；所有县

（市、区）当年收支平衡。1991 年乡镇财政收入

超 100 万 元的 有 226 个，占 乡 镇 总 数 的

12.2%；全省乡财政收入 10 1627 万元，占县级

财 政 收 入的 33.6%，占 全 省财 政 收 入的

22.7%。

健全管理，严密监控

建立以预算管理为中心，税务、金库与财务

相结合的，分层次的多向监控机制，确保财政收

支预算的实现。建立本级预算，及时登记预算指

标的追加、追减，严格分清本级、待分配和上级

追加专款等部分，以此控制对下级预算的追加，

保证本级调整预算的准确，并为计算结转经费

提供准确依据。建立分地区、分部门、分单位的

收支预算指标，以此按月考核预算执行情况，如

有问题及时采取措施；财政预算部门及时掌握

地区、单位预算指标，作为拨付地市调度款和办

理收入退库、预算拨款的依据。年度终了，财政

预算部门和税务、金库、财政业务部门要进行清

理、对帐，认真核对收支数字并做到准确无误，

使财政预算执行与预算相吻合。

回顾几年来的实践，我们深深地感到：财政

工作要与经济发展紧密结合起来，进一步解放

思想，更新观念，以改革促开放、促发展，努力搞

活经济、开辟财源，才能从根本上振兴财政。

简讯·文摘简讯
  南京市减少

粮食企业亏损有新招

今年上半年，南京市粮食企业亏损额比去年同期减

少 4 389 万元，扭亏幅度达 41%。他们的主要措施是：

一、坚持一业为主，开展综合经营。上半年全市粮食企

业综合经营利润 3 575 万元，比去年同期增加 498 万

元。二、组建经济实体，发挥集团优势。今年以来该市粮

食系统陆续组建了储运公司、供应公司和油脂公司等经

济实体，充分发挥了集团公司在粮油商品流通中的整体

功能。三、兴办大型综合项目，增加市场网点。以“立足

服务、开拓市场”为宗旨，兴办了一批大型粮油批发交易

市场，集“行业管理、批零兼营、产销见面”于一体，同时

建立了一批以粮油食品为主的多层次、多功能的综合商

场。四、发展外向型经济，突破传统经营模式。该市上半

年粮食企业已签订或办成合资项目 8 个，吸引利用外资

近 700万美元。

（财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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