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七届全国 人民 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 会
关于批准 1 9 9 1 年国 家决算的 决议

（ 1992 年 7 月 1 日通过）

根据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关于“授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

查和批准 199 1 年国家决算”的决议，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

听取了国务委员兼财政部部长王丙乾代表国务院所作的《关于 1991 年国家决算的报告》，经

过审议并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审查报告，决定：“批准国务院提出的

199 1 年国家决算，批准国务委员兼财政部部长王丙乾所作的《关于 1 991 年国家决算的报

告》。

当前财政宣传工作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李延龄

近年来，财政部党组对加强财政宣传工作

十分重视，王部长在各种会议上多次强调必须

把财政宣传工作当作财政工作的一件大事来

抓，并且要常抓不懈，使社会各界对国家财政的

实际状况和各项方针政策能够充分了解；只要

各方面在一些大的问题上认识比较一致，都能

理解和支持财政，那财政工作就好做多了。同

时，王部长还身体力行，经常给全国性的报刊写

文章，宣传财政工作。为了加强财政宣传工作，

党组决定创办了《中国财经报》，并在办公厅设

立了专门负责财政宣传工作的新闻宣传处。同

时，去年 9 月部里还召开了全国财政厅（局）办

公室主任会议，专门部署加强财政宣传工作。

从现在情况看，全国的财政宣传工作已经

逐步开展起来，并取得了初步成效。一是财政宣

传的对象已开始从财政系统内部逐步扩展到全

社会。去年以来，部里有关单位主动和新闻单位

接触，先后召开了几次有各主要新闻单位负责

人和记者参加的新闻发布会和记者座谈会，向

他们通报财政情况，同他们一起研究宣传题目

和宣传方式，并通过他们将一些从未对外宣传

的财政资料对外作了报道。特别是今年 4 月份，

财政部首次以新闻发布会形式向社会介绍了一

季度国家预算执行情况，这是财政宣传工作大

胆面向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据了解，湖南、湖

北、山东、甘肃、新疆、安徽、四 川、广州、沈阳等

地也相继召开过新闻单位座谈会，向记者介绍

财政情况，并在地方报刊、广播电视上作了报

道。二是财政宣传的形式正在向多样化方向发

展。过去，财政对外宣传的主要形式是发布消

息，而且基本上是会议消息，社会影响很小。现

在，不仅有会议消息、政策调整和工作动向的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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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而且有评论、述评、综述、通讯、人物特写以

及文艺作品等多种宣传形式。山东、湖南、湖北、

安徽等一些省份还通过财政宣传周、宣传月、宣

传年活动，举办报告会，出动宣传车，办街头宣

传栏，把财政宣传工作搞得很有声色。此外，据

了解前一段有 17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

单列市同影视工作者合作拍摄财政题材电视

片，目前已拍摄电视剧 2 1 部，电视专题 片 50

部，其中，已有 8 部在中央电视台播放，37 部在

省级电视台播放，33 部在地、市、县电视台播

放。这在过去是从未有过的事情。三是财政宣

传已开始注重捕捉热点，接触深层次问题。所谓

“热点问题”，就是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普遍关

心、急于了解的问题。比如，财政为什么连年有

赤字？为什么经济形势好而财政困难？解决财

政困难的出路在哪里？等等。这些问题我们过

去很少公开宣传。现在，越来越多的同志已经认

识到，财政问题是个社会问题，你不讲，群众也

能感受到，如果我们不能主动宣传，正面引导，

只能在社会上少一分理解，多一分怨气。因此，

从去年下半年以来，从财政部到各地财政部门，

已经开始注意在报纸、广播和电视上剖析热点

问题，尽管数量有限，深度还有待挖掘，但这个

作法是对的，是好的。

当然，财政宣传工作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

宣传工作中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比如，宣传的

声势还不够大，还没有做到经常化和均衡化；宣

传的广度、深度还不够，对一些热点问题，宣传

的还不够透彻，特别是在重要报刊上，还缺少财

政方面的重头文章；在少数地区还没有把财政

宣传工作作为重要工作去抓，没有采取必要的

措施。这些问题都是需要认真解决的。

为了更好地改进和加强财政宣传工作，使

财政宣传能在新的形势下更好地服务于财政改

革和财政工作，当前在财政宣传工作中，应注意

这样几点。

第一，要抓住财政宣传工作的重点。小平同

志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发表以后，在国内外引

起了强烈的反响。当前，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

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深刻领会和全面落实

小平同志的谈话精神，进一步发挥广大干部和

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其成为加快

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强大推动力。这是当前

全国各行各业、各个方面工作的重点，当然也是

我们财政和财政宣传工作的重点。小平同志的

谈话贯穿了一个中心思想，就是必须坚定不移

地全面贯彻执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

本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放开手脚，大胆试

验，排除各种干扰，抓住有利时机，加速改革开

放步伐和经济发展，不断地把有中国特色的社

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前进。我们在财政工作和

财政宣传工作中必须牢牢把握住这一中心思

想，任何偏离这一中心思想的说法和作法都是

违背小平同志讲话精神实质的，都是错误的，有

害的。这是其一。其二，宣传和贯彻落实小平同

志的讲话精神，一定要从实际出发，与本地区、

本部门的实际相结合，用小平同志谈话精神去

改进和推动我们的工作。当前财政面临的困难

和矛盾比较多，摆脱财政困难的基本出路就在

于深化改革。一方面财政部门要大力支持各行

各业的改革，做好服务工作；同时财政自身也要

进一步深化改革，把不适应已经发生了深刻变

化的经济基础要求的东西扫除干净，这是当前

形势的需要，也是改变财政现状的需要。

第二，要千方百计挖掘财政宣传的深度。财

政宣传的深度，主要体现在思想性、政策性上。

如果我们的宣传只是停留在过去的一般说教

上，没有任何新意，不能很好地解释现行政策、

阐明新的观点、剖析新的问题，这样的宣传就是

缺乏深度的、低层次的宣传。同时，这样的宣传

势必脱离群众，失掉群众，根本起不到宣传的作

用，达不到宣传的目的。从目前社会上对一些财

政问题的看法和议论来看，不少人对财政工作

还不够了解，特别是对财政收支活动背后的一

些深层次问题知之更少。这说明，我们的财政宣

传工作还没有做好，还有差距，一些该向人民群

众讲明的问题还没有讲透。这就要求我们要积

极利用报纸、刊物、图书、电视、广播等舆论工

具，多做宣传解释工作，加强财政宣传，增强宣

传的深度和力度。在宣传内容上，主要应抓住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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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几个方面：一是加强深化改革的宣传。其中包

括实行分税制，理顺中央与地方的分配关系问

题；实行税利分流，理顺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

问题；实行复式预算，加强预算内外资金管理，

维护国家预算的统一性和完整性问题；改革和

完善税制，加强税收征管问题；加强国有资产管

理，维护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问题；加快财务会

计改革，更好地为经济改革开放服务问题；以及

财政要积极参与和支持价格、外贸、住房和社会

保障制度的改革问题，等等。二是要搞好经济上

新台阶的宣传。要宣传适当加快经济发展速度，

凡是有条件的地方，速度能达到什么程度就要

搞到什么程度。同时，要宣传处理好几个关系，

即速度与基建规模、速度与经济结构、速度与产

品质量、速度与外向型经济、速度与经济效益的

关系等等。经济发展了，效益上去了，财政的日

子也就好过了。三是要结合出现的新情况、新问

题，全面地、正确地宣传财政与改革开放，财政

与经济发展，财政与国家稳定的关系，从而加深

人们对财政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四是加强对摆

脱财政困难，促进财政振兴的宣传，宣传解决财

政问题的出路、步骤，让人们了解我们解决财政

问题还是有办法、有规划的，不是无所作为、无

能无力，从而增强人们战胜困难的信心。五是要

加强对“两手抓”的宣传，一方面要大力宣传坚

持一手抓亿元县建设，一手抓贫困县扭补工作；

另一方面要大力宣传坚持一手抓企业盈利大户

增产增收，一手抓企业亏损大户扭亏增盈。六是

要加强廉政建设和先进模范人物的宣传，从而

增强广大财政战线上的干部职工反腐败、反和

平演变的斗志。总之，我们的财政宣传要“立足

财政，面向社会，反映经济，服务四化”，紧紧围

绕财政、税务、国有资产管理、审计、财务、会计、

建设银行工作进行宣传，把宣传报道范围逐步

拓展到整个经济和社会领域。

第三，要加强同新闻单位的联系，努力扩大

宣传声势。加强财政宣传，只靠财政部门一厢情

愿是不行的，只有使我们的宣传计划和要求同

新闻单位每一阶段的宣传主题和报道重点合

拍、对路，充分利用各种新闻媒体，才能收到事

半功倍的效果。因此，各级财政部门要主动地、

经常地同新闻单位取得联系，及时了解他们的

阶段性报道重点和开设栏目的情况，并有针对

性地向他们提供财政新闻线索和重头文章选

题。这是扩大财政宣传声势，实现财政宣传经常

化的有效途径。

第四，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切忌作官样文

章。财政宣传工作是一项关系到贯彻党的财经

大政方针的重要工作，因此，讲情况必须准确属

实，摆观点必须针对性强，分析问题必须言之有

物、切合实际。要做到上述几点，不深入实际是

不行的。在改革和发展的新形势下，现实生活中

有着丰富而生动的新闻材料，报社、杂志社的编

辑记者也好，各级财政部门负责财政宣传工作

的同志也好，都要经常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发

现新情况、新问题，捕捉新观点、新思路，切忌坐

在家里搞官样文章。只有树立了这样的工作作

风，财政宣传工作才能富有成效，更好地为财政

的中心工作服务。

第五，要大力提高财政报刊、图书的质量。

质量是报刊图书的生命，读者是报刊图书的“上

帝”。我们一定要在提高报刊图书质量、竭诚为

读者服务中，搞好报刊图书征订发行工作，搞好

财政宣传工作。办好财政报刊，出好财政图书，

必须坚持“二为”（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

务）方向，坚持“双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

针，坚持新闻的三大原则（党性原则、正确导向

原则、正面宣传为主原则）。我们要通过辛勤劳

动，为广大读者提供丰富的、有益的精神食粮，

给大家以知识、智慧和力量，鼓舞大家为建设有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努力奋斗。为了达到上

述目的，我们的报纸、杂志和图书，一定要办出

各自的特色。有了特色，就有吸引力，就有读者，

就有市场。特色从何而来，首先来自它的内容，

其次来自它的形式，也就是说它来自内容与形

式的统一。总之，我们要满足不同层次读者的要

求，要珍视广大读者的信赖，要倾听广大读者的

呼声，使我们的报刊图书越办越好，为加强财政

宣传做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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