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预算 管 理
长期坚持收支平衡的理财思想

——安徽省宣城地区连续六年县县无赤字

陈言邦  钱 何

近几年，国家财政困难，在全国各地出现

了不少财政赤字县，但是安徽省宣城地区却是

柳暗花明，自1984年以来，这 个 地区所辖县

（市）连年县县无财政赤字。是他们的经济条

件好吗？不是的。宣城地区地处院南山区，以

农业为主，工业基础薄弱，财政收入偏少，六

县一市就有五个山区县，三个贫困县，其中，
宣（城）郎（溪）广（德）是全省三个落后片

之一。这个地区是1983年从芜 湖 地区 划出来

的，地区机关搬到宣州市，白手起家，毫无实

力支持县级 经济 发展。1984 年全区财政收入

6 747万元，人均只有26.67元，在全省各地区

中处于低谷。那么，宣城地区为什么能做到连

续六年县县无赤字呢？
通过调查，我们了解到，之所以能做到这

样，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其中最主要的因

素，是地区领导和财政部门长期坚持收支平衡

的理财思想，用他们的话来说叫 做 “逼上梁

山，穷日子穷过”。树立收支平衡思想，坚持

量入为出原则，对财政部门来说是个老传统、

老规矩，应该说是理所当然的。而对地县领导

来说，长期坚持这一思 想，确 实 是难能可贵

的。特别是近年来有些地方领导由于受“赤字

无害论”的影响，认为不搞赤字预算要吃亏，
因而有的强行要求财政部门编赤字预算，执行

赤字政策。而宣城地区领导却不随大流，不但

自己重视财政收支平衡，而且要求各级领导牢

固地树立收支平衡的理财思想，坚持量入为出

的原则。行署专员在有关会议上多次表明：反

对不顾财力可能，超前消费，超前办事，寅吃

卯粮的做法。当1988年 全省出现大片赤字县

后，有个别县领导思想发生动摇，觉得人家能

搞赤字，我们为什么不能搞；认为不搞赤字预

算划不来。针对这种思想，地区领导在全区财

政扩大会议上强调指出：全区财政收支能否平

衡，关系到全区经济能否稳定发展，各县市要

自觉地保持收支平衡，决不能打赤字预算，那

种认为不搞赤字预算划不来的 想法不但要不

得，而且是要吃苦头的。前些年有些地方搞赤

字，结果工资不能按时发出，弄得人心惶惶，
对政治、经济稳定都不利。县财 政打赤字预

算，说到底，是不顾大局和缺乏全国一盘棋思

想的表现。地区领导的明确态度，打消了有的

县领导搞赤字预算的念头。同时，地区把财政

收支平衡列入县（市）长任期责任制，促使县

领导更加重视财政工作。有的县长上任后看的

第一本书是《和县长谈财政》（安徽省财政厅

科研所编写），找的第一个了解情况的局长是

财政局长。县（市）长们表示，在任期内决不搞

赤字预算，不给国家增加困难，不给后任留下

隐患。
在财政工作中，他们把坚持收支平衡思想

和量入为出原则贯彻到具体实践中去。
——强化预算支出管理。宣城地区领导和

财政部门认识到，预算支出管理软化是造成某

些地方财政赤字的重要原因。因此，他们在编

制预算时就坚持收支平衡，严把赤字关。在支

出安排上，他们设置三道防线：一是支出安排

建立在稳固可靠收入的基础上，不把力争超收

的部分当饭吃；二是支出安排留有余地，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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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力多紧，总要留有按支出总额 3— 5 %的预

备费；三是经费拨付从严控制，不超前拨付。
1984年，宣城地区在连续两年遭受特大洪涝灾

害，农业欠收，工业欠产，商业滞销，财政短

收的情况下，各县财政测算可能出现百万元左

右的赤字。他们仍坚持量入为出原则，采取保

吃饭、保救灾、压其他支出的办法，实现了收

支平衡。1987年从徽州地区划归宣城地区的旌

德县，由于经济落后，财力薄弱等原因，带来

70万元的财政赤字。他们采取七项硬措施压缩

支出，甚至连县长的小车子坏了也没有及时修

理，经过努力，1988年实现了收支平衡。在编

制1988年预算时，宣城、郎溪、广德三县（市）

收支出现差额，他们就采取压支出、压结转经

费等办法，消除了预算赤字，并在预算执行过

程中采取措施，保持收支平衡。为了进一步强

化预算支出管理，地区近两年连续发出关于强

化预算支出管理的《通知》。其中，1989年发

的《通知》文稿是经地委书记、副书记、委员

和行署副专员签字同意，最后由专员签发的，
这在宣城地区是没有先例的。两个《通知》都

重申量入为出原则，规定对超出财力可能的支

出项目坚决压下来，坚持 一 支笔审批支出项

目，坚决保持收支平衡。地直单 位带头贯彻

《通知》，坚持过紧日子，大力压缩会议，非

开不可的会议，缩小规模，长会短开；大力控

制出差，对到外省参观学习的人严加控制；严

格控制集团消费，地直几十个单位，较好的轿

车比较少，目 前 还没有较高级的宾馆。各县

（市）也大力紧缩开支。县里到地区出差的人

员抓紧办事，能当天赶回的就不留宿。
——千方百计培植财源。宣城地区坚持财

政收支平衡，并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他

们既强化支出管理，狠抓 节支，认真过 紧日

子，又千方百计支持生产建设，培植财源。他

们认识到，未有经济不发展而可以解决财政困

难的；只有经济发展了，社会财富增加了，财

政收入才能增加，财政状况才能好转，财政收

支平衡才有稳固可靠的基础。因此，地县财政

部门采取从预算中安排一点，从有限的机动财

力中挤一点，从有关方面筹集一点等办法，每

年组织资金不少于4 000万元，支持生产，培植

财源。各县从实际出 发，组织资金，重点扶

持。泾县财政局1987年投放周转金104万元，扶

持41个乡镇企业，其中重点扶持 6 个茶叶、竹

木经营加工企业，当年就获利22万元。绩溪县

投放财政贴息贷款150 万元，重 点扶持蚕桑生

产，使全县桑园面积达 2 万多亩，1987年蚕茧

产量达1 294万吨，比1986年增长13.6 %，为县

办缫丝工业提供了稳定的原料来源，增加了财

政收入。1989年 全区 从 机动财力中拿出1 018

万 元 支工支农，还 通过 财 政信用筹集资金

4 800万元，支持企业用于短期周 转，在一定程

度上缓解了企业资金的供需矛盾。由于财政和

其他部门的支持，宣城地区工 业生产发展较

快，国民收入增加较多。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

的比重由1984年的0.75：1 上升 到 1989 年的

1 ：0.8；人均国民收入由1984年的372元上升

到1989年的882元。从而为财政收入的增长提供

了比较充足的来源，1989年人均财政收入72.93
元，比1984年的26.67元增长1.7倍。

——大力组织财政收入。宣城地区在狠抓

节支、努力培植财源的同时，还注意大力组织

收入。1984年以来，地区年年分别召开全区财

政、税务工 作扩 大 会议，总结经验，表彰先

进，布置任务。专员到会作动员报告时，请各

县县长到会，动员 各 方面 力 量，大力组织收

入。财税部门通力合作，加强税收征管工作，
把该收的钱坚决收上来。首先，严格控制减免

税，他们认为不能使企业靠减免税过日子，地

县财税部门对减免税情况 经 常 检查，发现问

题，及时解决。其次，加强对个体工商户税收

的征管工作，堵塞偷税漏税。同时，财政和企

业主管部门密切配合，不断完善企业承包经营

责任制，调动了企业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在去

年出现的市场疲软，产品积压，资金短缺，能

源紧张及春夏之交发生的政治风波等不利形势

下，全区预算内国营企业实现利润还比上年增

长19.9%；上交利税除工业企业因还贷等因素

略有下降外，商业企业仍然比上年增长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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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企业扭转了亏损局面。由于各方面的共同

努力，宣城地区财政收入逐年大幅度地增长。
1989年全区财政收入19 085万 元，比上年增长

27.6%，比1984年增长1.8倍，从1984年到1989

年平均每年递增23.1 %。
还应当指出，宣城地区之所以能够长期坚

持收支平衡的理财思想，实 现 连 年县县无赤

字，与安徽省财政部门的鼓励与支持也是分不

开的。从1988年开始，安徽省 财 政 厅明确宣

布，今后县财政出现赤字要自行弥补，省财政

不再给予补贴。这无疑是对宣城地区坚持收支

平衡的很大促进。省财政厅在1988、1989两年

连续授予宣城地区财政局先进单位称号，并多

次在全省财政工作会议上表彰他们顾全大局、

坚持收支平衡的事迹。同时，安徽省现行的县

级财政包干体制也有利于促进县财政增收节支

和消灭赤字。

预算管理
近年来控制烟草行业盲目发展

的财政措施简介

宗 文

烟草行业属于高税率产品的行业。烟草行

业的税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
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烟草行业生产，对繁荣农

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满足人民群众需要，

积累国家建设资金，都具有重要意义。烟草行

业的主要原料来自农业，卷制属于轻工业。烟

草行业的生产经营，离不开各级地方政府的组

织与支持。因此，烟草行业的税收，一直划为

地方财政收入，补助地区全留地方，上解地区

也大部分归地方。这对于调动地方增加生产、

增加收入的积极性是必要的。但是，近年来，
由于种种原因，烟草行业也出现某种程度偏离

国家计划、盲目发展的趋势。为了贯彻国民经

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方针，近年来财政

部根据国务院的决定精神，配合国家计划调整

和烟草专营，采取了一些调整中央财政与地方

财政分配关系的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主

要财政措施如下：

一、1981年卷烟提价增加的收入，基本上

收归中央财政。1981年，国务院决定提高部分

卷烟的零售价格。财政部下达的具体处理办法

规定：这次卷烟提价增加的收入，主要用来解决

中央财政平衡问题。在提高零售价格的同时，
相应提高批发价格和出厂价格。新出厂价与原

出厂价的差额，由卷烟厂用“烟草专营利润”

科目专项上交中央财政。
二、1982年国务院决定实行烟草专营，采

取了两项财政措施。一是对卷烟税实行增长分

成办法，二是为了控制烤烟种植面积，决定对

超计划收购的烤烟税收全部上交中央财政。具

体规定是：

（一）财政部《关于实行烟草专营后有关

财政问题的处理办法的通知》中规定：为了适

当集中财力和有利于合理组织生产，对每年卷

烟工商税（即现行的产品税）比上年实际收入

增长的部分实行中央、地 方固 定比例分成办

法。即以1981年纳入地方预算的卷烟工商税收

为固定基数，每年增长的 部 分，一般省分成

40%，上交中央60%；云南、贵州、河南等重

点烟叶调出省分成50%，上交中央5096；总额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预算管理
	长期坚持收支平衡的理财思想——安徽省宣城地区连续六年县县无赤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