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参加的税源分析汇报会，在税源 分析的基础上调整收

入计划。对税款在百万元以上的57户重点税源大户，

按月掌握变化情况、 汇制成重点户分 析表，及时掌握

税源变化情况。县财政局长及有关 股室的同志经常深

入到乡镇了解生产发展中的困难，预 测税 源变化的情

况，使全局上下都掌握税源变化趋势，有针对性 地采

取措施。

三、 层层落实任务，局所签订 “完成税收收 入目

标责任书”。 1989年为了把组织收入工作建立在更加

可靠的基础上，他们与所属财税所签订 了 “完成税收

收入目标责任书”。规定了各财税所1989年应 完成的

收入指标；完成这个指标的措施以及奖惩规定。各财

税所把指标措施立即落实到组到人，也明 确了所对组

的奖惩办法，极大地调动了广大财税干部组织收 入的

积极性。1989年上半年执行结果，绝大部分财 税所收

入任务 “双过半” ， 为全年收入超 4 亿奠定 了基 础。

四、 开拓财政信用，缓解资金不足。资金紧张 是

治理整顿中的突出矛盾，制约着经济的发展。针 对这

一情况，嘉定县财政局由局长带领有关 股室同 志，在

全县范围内分三片邀请了乡镇长，工 业公 司经理，财

税所长，召开资金短缺情况调查会。据对该县 210户

企业的统计，全年需资金16 515 万元，如能 解决 可增

产值1.7亿元，增 利9 460 万元，增 税6 300 万 元。为

此。该局运用财政信用，开拓资金渠道，上半年筹集

资金6 796 万元，支持了近328户企业的 技术改造和流

动资金的需求，预计可增产值9 270 万元，增利 945万

元，增税875万元，对实现财政收入较大 幅度的增长起

到了积极作用。

五、强化征收管理。针对当前偷漏税收面广量大

的实际， 县财政局一方面增派力量 加强个体临时经商

户的管理，充实加强检查中 队；另一 方面 配 合 税 检

室，在全县重点集镇多次进行突击检查，并狠抓大案

要案，开展反偷漏斗争。全县除 按期完成所得税汇交

清算外，检查补收税款达600余 万 元 外，还 征收临商

税1 476 万 元，比 上年同期增长 47.9%。另外，他们

还对个人收入调节税、新开征 的印 花税等都加强了管

理。个人收入调节税收入 达60余万，比 1988 年增长两

倍以上。

六、坚持依法治税、 严格减免税制 度。 1989年，

他们对历年已审批的减免税企业按规定进行了复查；

对全年新办企业的减免税，坚持做到情 况清楚、数据

准确，实行集体审批；对已到期或按规定恢复征税的

企业或项目及时组织力量进行纳税辅导。据 测算，通过

这项措施增收税款约占1989年增收收入的 20% 左右。

市县财政
贯彻紧缩政策  

坚持量入为出

——上海市长宁区财政局控制

预算支出初见成效

韩 曙  郑剑清

近年来，由于事业发展、编制增加、 物 价上 涨等

原因，上海市长宁区财政支出每年的递增幅度很大。

以环比计算，1986年增长32% ，1987年增长 12.7%。
1988年增长28.9% ，如不加以控制，还有 继续 扩大增

长的趋势，给区财政的收支平衡带来很大困 难。为改

变这种状况，1989年年初，长宁区财政局认真贯 彻全

国财政工作会议确定的紧缩政策，坚持量入 为出的原

则安排预算支出，把有限的财政资金用在最急需 的方

面。上半年执行的结果，区财政支出数 为全 年预算的

48% ，基本上达到了控制支出的要求，取 得了 初步成

效。他们的做法，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把控制支出列入区人代会议程

长宁区财政局在编制1989年预算 时，在 指导思想

上明确区级财政绝对不允许有赤字，要以 收定 支，留

有余地。经过反复测算，他们在编制预算方 案时坚持

两条原则：一是要在确保收入的基础上 来安排支出，

首先满足各部门的人员编制经费，重点保 证 教 育 经

费，其余则是有多少钱办多 少事，需要增拨的要在超

收中安排，以控制整个预算支 出的 盘子。二是挤出一

笔资金作为科技、工业、商业发展基金和文 教事业周

转金，为开辟财源提供物质基础，改变原来区 级财政

支出的单一投向。他们把上述方案先后五次 向区 人大

常委会和区政府领导进行汇报，得到了肯定，并在区

人代会上被通过。这样，就从法律程序上使预算支出

规模得到了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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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确保教育经费的重点

在区预算支出中，普教经费是大 头。近 年来，长

宁区财政局虽然尽力作了安排，仍不能满足教育事业

日益发展的需要。1989年，长宁区财政局从既保证重

点支出，又控制支出规模这一要求出发，对教育经费

的安排作了改进。年初，把教育经费占全部预算支出

的比重，从原来的38.8% 提高到40% ，并 确定在决算

时，再按增收分成额的10% 增拨。这一改进，在预算

中突出了教育经费的优先保证位置，而且到决算时还

有增拨的可能，整个预算盘子也不会被突破，因此受

到教育部门和社会各方面的欢迎。同时，他们 还从资

金上、政策上扶持教育部门校办工业的发展和提 高效

益。据统计，1989年上半年这个区的校办工业利润比

上年同期增长33.5%，用于弥补教育经费的金 额达 275

万元，约占同期预算拨款的15%。

（三）增收不忘节支，用好分成资金

长宁区财政局总结了1988年在天山街道试 行财 政

承包的做法和经验，在全区10个街道和 1 个 镇进行推

广，以调动街道组织收入的积极性。据1989年 上半年

统计，由街道组织的收入比上年同期 增长 80% ，街道

也相应得到了一笔分成收入。为了帮助街道用好这笔

财力，长宁区财政局提出了分成资金的投向和安排次

序，首先把大部分资金帮助街道企业 发展生产，然后

按一定的比例用于街道的公益、 文 化、 福利事业，弥

补行政经费和其他机动支出等。街道按这个要求，把

分成收入的70% 用于发展生产，10% 用于精神文明建

设，10%用于弥补行政经费不足，10% 作 为 机 动 财

力。由于规定明确，运用得当，1989年上半年全区街

道行政经费支出仅比1988年同 期增长13.3%。

（四）对行政事业单位全面 实行经费包干

长宁区财政局为了确保全年的预算支出 安排不被

突破，对所有行政事业单位全面实行经费包干，取得 了

一定的效果。如区体委系统的一些体育 场馆原 来认为

财政核定的经费指标太紧，不够开 支，要求增拨。实

行包干后，感到增拨无望，就一手抓 节约，一手抓创

收，把空余的场地向社会开放，增设服务 项目，扩大

了收入来源，解决了经费不足的困难，不再向财政伸

手要钱。再如区政府的行政科在财政核定 行 政 经 费

后，对机关各部门也实行包干，大 家精打细算每笔开

支，充分利用旧物，压缩购置费支出，1989年上半年

就减少了购置 支 出6 000 多元。

乡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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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1983年中央决定

建立乡财政并建立相应的

预决算制度以来，目前全

国已有90% 以上的乡（镇）
建立了一级财政和地区性

的预算决算制度。

乡（镇）财政总决算

中的预算内收支决算， 是

国家决算和地方各级财政

总决算的 组 成 部 分。从

1986年起，财政部颁发的

地方财政决算统一表格，

开始把乡（镇）财政预算

内收支决算单 独 列 报 反

映，即：财政决算收支分

级表增辟乡（镇）级一栏，

同时，增加一张乡（镇）
财政收支决算表，以县为

单位列报乡（镇）财政管

理的预算内收支、预算外

收支和自筹资金收支三大

块的总数。几年来经过各

级财政部门特别是乡（镇）
财政干部的努力， 基本上

满足了国家决算和县以上

地方各级财政总决算的汇

总需要 ， 同时 对 全 国 乡

（镇）管 理 的 “三 项 资

金” 也有了一 个 总 的 概

念。不少省、市、 自治区

还建立了比较 完 整 的 乡

（镇）财政决算体系，制

定了地区性的乡（镇）财

政决算统一表格，试编了

乡（镇）财政总决算，取

得了很好 的经验和效果。在此基础上，财政部在去年

10月召开的全国财政决算工作会议上，草拟了一套全

国乡（镇）财政总决算统一表格，决定从1989年起试

编 全国乡（镇）财政总决算。为了有助于开展这项工

作，现就决算表格作一简要介绍。

一、 指导原则

乡（镇）财政决算涉及全国已建立乡（镇）财政

的 5 万多个单位、20余万乡（镇）财政干部 ，由于工

作基础不同，干部素质有别。因此制定全国统一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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