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县财政

贯彻治理整顿方针

  摆脱我市财政困 境

南京市财政会计学会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南京市沿着 “放权

让利”的思路对财政体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这些改革一方面是搞活了经济，发展了生产，

另一方面也付出了巨大代价，这些 代 价 使 近

几年南京市财政陷入困境。一是财政收入占国

民收入的比重逐年下降，已从1978年的42.17%
下降到1988年的18.09%。二是 财 政收入适度

增长而财政支出增长速度居高不下。改革十年

来，财政收入的增长一直基本保持在 9 % 的水

平上，但财政支出平均增幅却为20%左右。三

是市级财政调控能力减弱。1989年市对区级财

政实行递增包干体制，由于市区财政支出范围

划分不尽合理，造成了市级支出负担过重，调

控能力减弱。1989年全市包干收入共增加分成

7 543万元，其中市本级只有1 591万元，区级分

成5 952万元，而粮食、煤气、民用煤等财政补

贴全由市级负担，使市本级连吃饭都患愁，无

力进行必要的城市设施建设和产业投入。这些

困难削弱了市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不同程度

地制约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因此，根据十三届

五中全会精神，采取 切 实可 行的 治理整顿措

施，摆脱南京市财政面临的困难，已是当务之

急。
我们在研究分析产生问题结症的基础上，

认为应分两步进行治理整顿。

第一步：1989年至1990年，整顿 财 政 秩

序，逐步理顺财政关系。

首先，实施三压、三停、三保的财政倾斜

政策。

压非生产性建设；停一切楼堂馆所项目；

保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要求的，地方经济必不可

少的基建项目，但应集中财力，加速建设，尽

快发挥效益。
压集团消费，严格控制行政事业单位追求

办公现代化；停置除更新以外的小轿车和高档

集团消费品；保国家机关行政事业单位的工资

性支出，以及事关市民基本生活消费品的价格

补贴资金。
压一般加工业（少减或不减免税）；停无

原材料来源，产品无销售市场，无资金周转的

加工业（停减免税）；保国家与地方经济发展

的能源、原材料、交通、农业等方面的资金，

并实施扶持政策。
其次，要强化 “六治”。
治低，要尽快改变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

比重偏低的状况。在现行条件下，通过各种查

漏补漏措施，力争1990年达到18.6-18.8%。
治软。整顿财政调控手段软化的状况。一

是对一些过时的、陈旧的财务制度、法规要及

时清理，该废除的废除，该调整的调整。二是

对合理不合法，合法不合理的规章制度，要根

据现行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及时给予补充、完

善，使其合理也合法。三是对其他部门以改革

名义越权制定的有关财政政 策 制 度 应立即废

止，由财政部门调查后重新制定。四是强化法

制，对违反财政法纪的要严肃查处。
治散。财力分散大大削 弱了 财政 调控能

力，要集中财权，凡列入预算的各项收入不得

化整为零，原交各部门的专款专用资金应由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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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集中，化零为整，统筹管理，适时调变，形

成资金的整体调控优势。
治乱。对社会各部门、各行 业 乱 创 收现

象要坚决清理整顿。对合理合法正当的创收要

加强财务管理，所创收入应按财政开支标准使

用；取缔不经财政、物价部门批准的乱收费行

为。
治多。财政补贴过多，已成为财政的巨大

包袱，特别是价格补贴尤为突出。应按照 “控

制总额、缩小范围”的原则，该放的要放开，

如豆制品，鲜蛋价格要尽快放开；对粮、肉，煤

气等实行计划限额补贴，超计划按仪价供应；

对亏损补贴企业实行政策性减亏有奖、超亏自

补的消灭经营性亏损的强硬政策。
治高。财政支出居高不下，必须加以严格

控制，要实行定编、定岗、定员、定经费的原

则，节约归己，超支自补。

第二步：1991年至1992年，财政管理上水

平、财政收入上规模。

我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期设想，是形

成以长江为轴心，东西南北中（即东-南京，

西一重庆，南-广州，北-沈阳，中一武汉），
各有一市率先启动，并以自己的经济辐射力去

带动周围地区的经济发展。南京是一个新批准

的计划单列城市，要承担率先启动的重任，财

政管理必须具有大城市所必备的管理水平，财

政收入规模要与经济 辐射 的 需要相适应。为

此，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一）适度提高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

重。根据南京的经济状况和现有的财源可能，
这个比重只能逐步提高。按国民收入每年递增

10% 推算，1991年为134.4亿元，1992年为147.8
亿元，若1990年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比能达到

18.6-18.8% 的水平，这两年将此比重提高到

19.5% 与20.5% 左右，两年的 财 政 收 入可为

26.2亿元和30亿元，财政收入每年的增幅为14

-15% 左右。
（二）硬化预算约束机制，实行财政收支

的积极平衡。不论在什么时期，作为对国家经

济有举足轻重影响的计划单列市的财政，决不

能以搞财政赤字来加重中央财政的负担，而要

实行财政收支积极平衡，为 国 家 财 政分担困

难，这是历史赋予计划单列城市财政的艰巨任

务。为此，在预算方案制定前，要进行科学地预

测，以保证预算方案的正确性；预算制定时，

一定要按照量入为出，量力而行，略有结余的

原则，对各项财政支出，按时间先后、项目的

轻重缓急进行先后排列；预算一经通过就必须

按预算办事，该收的要收足收好，吃饭的资金

一定要保，列入预算的农业、能源、原材料、

交通等投资不仅不能少，而且要在略有结余中

要拿出一部分增加这方面的投资。
（三）深入开展双增双节运动，积极开源

节流。治理整顿必须与双增双节结合起来，要

研究结合的方式，提高结合的效果。对生产企

业，要把双增双节与开辟后续财源结合起来。
一是双增双节要同调整产品、产业结构结合起

来，努力扩大适销对路产品的生产；二是双增

双节要同推进技术进步结合起来，使科技尽快

转化为生产力，增强企业后劲；三是双增双节

要同完善企业内部经济责任制结合起来，通过

各层次各部门各环节的双增双节运动，推动企

业内部经营责任制的实行；四是，双增双节要

与实行亏损补贴企业的减亏责任制结合起来，

努力变大亏为小亏、变小亏为不亏；五是双增

双节要与增强企业职工的主人翁责任感结合起

来，人人尽责、人人动手，充分挖掘人的内在

潜力。对行政事业单位，要把双增双节与过紧

日子结合起来。应从 “节” 字入手、坚持 “三

紧”。紧缩机构编制。改变机构重叠，人浮于

事的局面；紧缩行政 经费，坚 持少 花钱多办

事，大兴节约之风。反对铺张浪费；紧缩集团

消费，严格廉政纪律，国家机关行政事业单位

不能脱离国情片面追求现代化。
（四）实行对预算内外资金的统筹管理。

应当明确预算内外资金都是财政资金，根据城

市财政管理的原则应对这两块资金实行统一管

理。预算内 要 管 好 管活。按人代会通过的预

算，积极组织收入，堵塞跑冒滴漏，足额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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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库。有计划有节制地划拨各项行政支出；有

计划有步骤地对农业源能、交通等行业投资；

有计划有重点地扶持地方某些骨干企业、利税

大户，培育后续财源。预算外则要管得住、调

得动。对行政事业单位的大宗预算外资金应强

行由财政实行专户存储；对企业的预算外资金

则应实行计划管理，加强政策引导；对预算外

企业，应纳入国家预算管理的范围，按预算内

企业实行规范化管理。在此基础上财政应对这

两块资金实行统筹管理与调度，一是弥补预算

内收支的缺口；二是弥补事关市民基本生活消

费品的价格补贴资金的不足；三是补充必要的

社会福利事业短缺资金；四是补充企业自有流

动资金，补充事业单位事业发展经费。
（五）加强财政税收监督。除日常监督以

外，对每年一度的大检查被查出的违纪者，要

进行严格的经济处罚。首 次 查出，罚 没其收

入；第二次则取消工资与效益挂钩政策；不得

授予文明企业文明单位称号；企业达标不予升

级。以堵绝大检查年年查年年犯，而且违纪金

额一年比一年多的不正常现象。

市县财政
用好“预拨定额补贴款”  经济财力得到大发展

许代乾  陈洪湖

湖北省兴山县原是一个山区穷县，1983年

以前财政收不抵支，建设资金严重紧缺，无力

进行本县骨干项目的建设。1983年，兴山县被

国家列为全国100个农村电气化县之一的同时，

湖北省财政厅也把兴山县列为第一批实行“提

前预拨定额补贴，限期实现财政自给” 的四个

试点县之一，一次 拨 给437.5万元作为发展生

产，增加财政收入的专项基金。这笔资金比兴

山县一年的财政收入还多，对兴山县的经济发

展来说，真是雪中送炭。
为了用好 “预拨定额补贴款” ，兴山县将

这笔资金作为引子，吸引外资，并和县内其他

建设资金捆在一起使用，发挥可用资金的整体

功能，利用资源优势，发展重点项目，使经济

和财力都得到大发展。1988年，全县工农业总

产值达 到1.56亿 元，比1983年 的7 662万元增

长104 % ；财政收入达到1360.5万元，比1983年

的385万元增长253%。
兴山县的自然资 源 十 分 丰富，水能、矿

产、林果、特产的优势尤为突出。县内有香溪

河和凉台河两 大 水 系，流域面积3 191平方公

里，年水量20.96亿立 方 米，水能蕴藏量26.5
万千瓦；有煤炭、硫铁、磷、银钒等37种矿产

资源；有宜林宜果面积247.2万 亩。因 此，兴

山县制定了 “水电起步，矿产突破，林果特开

花” 的经济发展战略，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

促进本县经济全面发展。
——水电起步。1983年兴山县被列为全国

100个农村电气化试点县之一以后，在各级政府

和上级主管部门以及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下，

经过全县人民的共同努力，先后 建成装机7 500

千瓦的苍坪河电 站，装机6 400万千瓦的九冲河

电站，装机3 750千瓦的石家坝电站，装机2 500

千瓦的将军柱电站等县、乡、村、组、户办电

站43座，共71台机组，总容量达3.5万千瓦，比
1983年的1 .2万千瓦增长1.9倍，1988年发电量

达1 .43亿度，一跃成为全国年发电量过亿度的

三个小水电力县之首，基本完成了水电部颁发

的 《100个农村电气化试点县初级阶 段 验收条

例》 所规定的任务。到1988 年 底，全县255个

村，通电250个，占98%；1 344个村民小 组，

通电1 271个，占94 .6% ；46 237户，通电 43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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