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动 态

湖北省财政部门 提出

狠抓五个管理  向 管理要效益

今年是 “质量，品种、效 益 年”，围绕这一活动，

湖北省财政部门提出，狠抓五个管理，向管理要效益。

（一）加强财政管理、合理使用资金。对各级人

大批准的预算方案要严格执 行 ，不得 随意突 破和追

加，维护预算的严肃性。各级财 税部门要对机关内部

的财政帐户进行清理整顿，该合并的合并，该取消的

取消，实行统一管理，避免多头 开户，多头投放，多

向投放，分散资金，降低资金使用效益。健全和完善

财政周转金制度，逐步实行支出信用化，促进财政资

金使用效益的提高。周转金的使用要相对集中，统筹

安排，重点用于全省的结构财源建设和一条龙经济技

术开发、技术改造。要加强对财政资金使用情况的日

常检查、监督和动态分析，逐步解决财政资金使用中

的一些高耗低效问题。

（二）加强税收管理，确保完成收入。各级税务

部门要严格按税法规定和税收管理权限办事，重点是

统一税法，集中税权，清理欠税，要加强减免税审批

权限的管理，严禁越权和擅自减免税收，要下气力清

理欠税，从年初开始就要抓紧，力争不发生新欠.对

企业收回的贷款，要坚持 “税、贷、货、利”的原则，

首先保证税款入库。要逐步理顺征管关系，加强对国

营企业所得税、能交基金、预算调节基金以及其他各

项税收的征收和管理，并同工商税收一起纳入年终考

核。对省分配的各项税收任务，层层分解落实到单位

和专管员，实行收入目标责任 制。对重点企业实行驻

厂征收，对重点收入落实专人征收，定期召开收入汇

报和分析会，及时掌握税源和收入 动态.加强财政、

税务、银行和企业的相互 支持与合作，确保收入任务

的完成。

（三）加强企业管理，提高经济效益。一是在总

结第一轮企业承包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采

取措施，加强对第二轮承包企业的管理，克服包盈不

包亏，以包代管，甩手承包等现象。二是搞一抓三促，

通过帮助企业抓扩大销售，促有效生产，促结构调整，

促效益提高。财政间隙资金、 周转金、专项资金的投

放，要用于有效益的项目 上。三是以提高产品质量，

降低成本为重点，加强会计核算和财务管理，推广先

进科学的管理方法，把 消耗、成本、费用降下来，促

进 “双增双节”运 动 和扭亏增盈。 1991年，全省预算

内工业物耗要比上年降低 2- 3 %，车间经费、企业

管理费和商业企业流通费要比上年节约 5 %，企业经

营性亏损要降低50%，将这些指标量 化，层层分解落实

到企业，将成果体现到财政上来。四是对粮食、外贸、

烟草等行业的挂帐要进行 清理和调查研究，分清问题

的性质，分别不同的资金渠道予以处理。

（四）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增强财政的宏观调

控力。今年要把公路养 路费、农村教育费附加。“两

金”（国营企业职工待业保险基金和退休 养 老基金）、

“三电”办（安全用电、计划用 电、节约用电办公室）

的收入等作为重点，纳入财政管理的轨道。报经省委、

省政府同意，公路养路费和教育费附加（农村部分）

要按财政预算外资金管理的规定，进 行 宏 观监督管

理。各地凡是对 “两金”实行财政专户储存的，要继

续执行，各级“三电”办的收支要纳 入财政的财务管

理范围，财政部门要加强管理监督。

（五）加强国有资产管理，维护国有资产权益。

全省各级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要积极参与第二轮企业

承包工作，核准承包企业的国 有资产基数，考核其保

值和增值情况。加强国 有资产产权管理，做好资产评

估和清产核资的准备工作.对企 业占有的固定资产、

流动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资产，在承包、租赁、兼

并、拍卖、合资、出售等变动时，必须由国有资产管

理部门进行评估，以正确反映国有资产的价值量，避

免国家资产遭受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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