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于递增率是按环比计算，收 支增长的绝对额就会逐年

扩大。经计算，五年需增加收入 1 72 亿元，压缩 支出 222

亿元。也就是说要把五年的预算赤字从 675 亿元减为

281 亿元，减少的 39 4亿元中 ，增收部分为 1 72 亿元，节

支部分为 222 亿元。这涉及到国民收入分配各项比例的

调整：涉及到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国防建设及行政管理

开 支的各个方面，有无增收和削减 支出的 可能性，以及

具体的政策措施，都需要进行 专题论证，并通过 下达指

标的形式，列为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的“双增双节”H
标，层层发动群众，务必争取实现。

2.把 支出增长率必须低于收入增长率作为编制和

执行预算的一项基本原则。这不仅是缩小财政收支 差

额的要求 ，而且还因为 上述数字的计算没有考虑价格的

上 升因素，所以在编制和执行年度预算时，还要相应考

虑价格的变动因素，尽可能使收入的增长率大于支出增

长率，把它作为编制预算和执行预算的 一项基本原则，

至少在近期内要坚持这样做。例如多收 1 00 万元，最多

只能 追加 90 万 元的 支出，其余 1 0 万元作为抵充缩小收

支差额的准备金；反之 ，减收 1 00 万元，则要相应削减支

出 1 00 万元。如没有决心这样做，缩小财政收 支差额将

是一句空话。

3.建 立预算调 节的专门机构。我国的国家预算包

括中央预算和地 方预算，按照宪法规定，各级预算要由

同级人民代表大会批准，这是常规的做法。在目前国家

预算连续出现大量财政赤字，全国各级财政 普遍出现困

难的情况下，需要有一个专门机构对各级预算之间出现

的不 平衡进行调节。建议由全国人大常委 会财经委员

会来执行，它可根据财政部门提出的报 告，作出对省、

市、自治区的预算进行部分调整的建议，受到建议的省、

市、自治区的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后应交由地方人民政

府执行，以 保证全国预算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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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城区财政建设应提

到重要的议事日程

我国 不 仅中 央 直辖 市

和 省 会中心城 市 下设城区

政权和城区财政，许多省辖

中等城市 也下 设 有城区政

权和城区财政。城区财政已

构成我国 社 会 主 义财政体

系的 一个不 可或缺的环 节。

城区财政建 立在比较发达

的城市经济的基础之 上 ，城

市经济资金、技 术密 集 ，劳

动生产率较高，经济效 益较

好，产品深加工、高增值，财

源比较丰厚，财政收入一 般

超过 支出较多，收入 上交比

例较高，是国家财政收入的

重要来源。城区财政 又是城

市财政系统的基层财政，是

城区基层政权行使其职能

的财力保证，它与地方经济

的发展 和 人民生活水平的

提高息息相关。

然而，长期以 来城区财

政建设并没有受到应有的

重视。从观念上看，人们往

往忽视城区财政作为一级

独立财政的客观存在。在许

多财政学（包括与之相关的其他学科）的教材、专著、读

物和论 文中，都把我国社会主义财政体系的组成归纳为

中央、省（自治区、直辖市）、县（市）和乡（镇）4 级财政 ，

而把城区财政置之度外；从实践 上看，从中央到地 方都

偏 重 于 县级财政、乡（镇）财政建设，而忽略城区 财政的

财源建设、组织建设和体制建设；从理论研究看，关于城

区财政的理论探讨更是凤毛鳞角，并且没有把城区财政

作为 一个相对独立的城市财政子范畴加以剖析。我们

认为城区财政建设应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

二、正确处理城区财政与市财政的关系

城区财政建设，关键是要处理好城区财政 与市财政

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在组织城市经济和城市建设中整

体 与局部的 关系。 一方面，城市是一个有机的整体，道

路、桥梁、公共交通、供水供电、排水排污、邮电通讯等，

需要全 市统筹安排；大型厂矿企业、高等教育、新闻广

播、地方统筹和地方财政自筹基本建设投资等，也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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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市级政权统一管理。组织城市经济和城市建设，要求

科学的集中统一领导，便决定了市级政权的主导地位。

城市的财政和财力必须适当集中于市财政。城区政权

不同于县级政权，辖区面积和独立性都较小，并不统管

本区内整个政治、经济和文化工作（其中有一部分直接

由市级政权承担），因而其财权和财力不能不受到相应

的限制。

另一方面，城区是城市中的“块”，又具有相对独立

性。区属国营企业、集体企业、街办企业、集市贸易，区

属文教科学卫生事业、社会福利事业等要由区直接管

理；区内的行政管理、社会治安、市政维护、环卫、绿化等

工作要由区具体组织，特别是近年来许多城市按照“统

一领导、分级管理、划片包干、综合执法”的原则，实行以

市容、市政、市场管理等为主要内容的区街城市管理体

制改革，城区工作已从过去单一面向区属单位转为面向

辖区所有企事业单位，加重了城区政权的责任。区人民

代表大会和区人民政府构成区一级政权，应具备一级事

权，享受一级财权，成立一级财政，拥有相对独立的财源

和相应的财力。

过去许多城市对城区实行“统收统支，收支两条线”

的办法，使城区财政收支脱钩，责权利脱节，缺乏一级财

政管理权限和必要的财力，不利于调动城区在建设城市

和管理城市中的积极性。近年来，许多城市建立、健全

区级财政，改变“统收统支、收支两条线”的管理体制，下

放管理权限，实行各种形式的财政包干办法，在一定程

度上增强了城区财政的活力。

三、正确处理城区财政与街道财政管理的关系

从立法的意义分析，城区财政是城市的基层财政；

但从管理的角度考虑，城市财政管理的最基层还是街

道。近年来，随着区街城市管理体制改革的展开，一些

城市进行了建立街道财政的试点。为了保证其健康发

展，必须正确处理城区财政与街道财政管理的关系。

第一、街道财政的发展方向，究竟是建立一级财政，

还是实行一级财政管理？笔者认为，街道办事处不是一

级国家政权，不能建立一级财政。但是为了适应城区集

体经济、个体经济和集市贸易蓬勃兴起和第三产业迅速

发展的新形势，增强街道综合管理、综合服务的能力，调

动街道生财、聚财、用财的积极性，可以实行街道一级财

政管理，明确相应的责权利关系，实行一定程度的收支

挂钩。它是区级财政职能向下一层次的延伸，但仍属区

级财力的内部分配问题。

第 二、实行街道财政管理，既要调动街道的理财积

极性，又要防止区级财力的过于分散。街道财力状况的

改善，要立足于强化工作责任，硬化预算约束，挖掘潜

力，加强管理，促产增收。特别在当前国家财政困难，各

级财政都感吃紧的情况下，更不能再增加一个分散财力

的层次。

第三、区级财政应加强对街道财政管理的指导和监

督。街道财政管理干部应由区财政局派出，实行区局、

街道双重领导，业务指导以区局为主。区级财政应加强

对街道预算内资金、预算外资金、自筹资金的管理和监

督，要求建制建帐，编报预、决算，防止财政性资金的体

外循环，维护财经纪律，打好城区财政建设的基础。

问题探讨

提高固定资产投资

效 益是 当 务之 急

许国辉  黄子洪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曾多次强调要把全

部经济工作转移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

今年 2 月，国务院发出通知，把 1991 年定为“质量、品

种、效益年”，通过这一活动，使企业逐步走上投入少、产

出多、质量好、消耗低、效益高的发展道路。提高经济效

益，包括扩大再生产过程的各个环节、各个领域，涉及生

产、建设、流通等各个方面。本文拟结合浙江金华市的

实际，试就如何提高固定资产投资效益问题作一些探

讨。

一

改革开放 10 多年来，浙江金华市固定资产投资效

益有所改善，但是，从总体上看，是不理想的。金华市固

定资产投资效益不理想的表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固定资产投资效果系数大幅度下降。“六五”

时期金华市全民固定资产投资效果系数为1.53，即每百

元固定资产投资可以增加国民收入 153 元，而“七五”时

期前 4 年投资效果系数仅为0.82，比“六五”时期下降了

46.4%。尽管国民收入的增减受诸多因素的影响，但固

定资产投资效益的高低，无疑是个决定性的因素。

（二）固定资产投资高速增长，而实现利税则是负增

长。金华市 1 54 户预算内国营工业企业，1986—1990年

4 年中，固定资产绝对额增加 55 989.2 万元，年平均递

增率为 16.8% ，而工业总产值仅增加 38 847.1 万元，比

固定资产原值增加数少 1.7 亿多元，年平均递增率仅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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