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言，并对1990年的工作进行了部署。
第一，要在努力增产节约、开辟财源的基

础上，力争完成和超额完成1990年的财政收入

任务。会议确定的各项收入任务，特别是增收

措施，一定要尽快分配落实下去，并从年初开

始，就把财 税部 门 的力 量动员起来，同心协

力，做好征收管理工作。狠抓企业扭亏增盈，

对亏损企业和亏损产品进行分类排队，列出清

单，逐个制定扭亏增盈计划，层层落实，建立

扭亏增盈责任制。要保证完成能源交通重点建

设基金、国家预算调节基金的征收任务和国内

债券的发行任务。
第二，紧缩支出，严格控制和节减财政开

支。凡是确定压缩的各项支出，都要按照中央

的要求，坚决压缩下来，不要心慈手软，不要灵

活变通。中央各部门除了确保压缩 5 %的指标

以外，还要尽可能多压一些，做出表率，省级

单位也应当比县级单位多压一些。各项支出预

算确定下来以后，一定要严格执行。
第三，加强财政管理，把整顿财政秩序同

加强法制建设结合起来。要狠抓整顿财政秩序

工作，加强管理，推进法制建设。要强化预算

管理，严格按预算办事；凡是应当纳入预算管

理的收支，包括一些专项基金和附加收入，都

要纳入预算管理。
第四，深化改革，把完善现有财税改革措

施同探索试行新的改革方案结合起来。要继续

实行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但对承包基数和递

增包干比例过低的企业，要适当提高。财政包

干体制继续实行。同时，要积极探索和试行新

的体制形式。要求各省和自治区都要选定一两

个地方进行 “税后还贷、税后承包” 的试点，

并准备选几个地方进 行 分 税 制包干办法的试

点，凡由于试点多得的收入，全部留给地方。
经过与会同志的共同努力，会议取得了圆

满成功。大家表示，要认真贯彻这次会议的精

神，从年初一开始就抓紧各项工作，采取切实

可行的措施，为完成1990年的财政收支任务，

为完成治理整顿目标做出新的贡献。
本刊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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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需求、紧缩财

政是1990年财政工作的

重点，从中央到地方都

要过紧日子。紧缩财政

的工作怎样搞，紧日子

怎么过好？带着这个问

题，记者走访了去年12

月中旬来北京参加全国

财政工作会议的江苏省

财政厅长姜其温、山东

省财政厅长郭长才、上

海市财政局长鲍友德、

四川省财政 厅 长 李 达

昌、黑龙江省财政厅长

赵吉诚，他们谈了许多

宝贵的意见。

过紧日子意义重大

非过紧日子不可

郭长才同志说：江

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三届

五中全会上讲，领导干

部要带头 过 几年 紧 日

子，带头发 扬 自 力 更

生、艰苦奋斗、勤俭建

国、勤俭办一切事业的

精神。这段话意义深远

重大。艰苦奋斗，过紧日子，有利于推进治理

整顿，解决面临的暂时困难；有利于纠正各种

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促进廉洁勤政建设。
姜其温同志告诉记者，现在不是要不要过

紧日子的问题，而是非过紧日子不可。他说，

从江苏所面临的财政经济形势来看，是很严峻

的。从经济方面说，江苏的工业是小企业、集

体企业、加工企业、轻纺企业为主的，在市场

疲软的情况下，1989年第四季度工业生产下降

幅度较大，估计1990年上半年还不会好转，因

此，将影响到1990年财政收入的正常增长。从

财政收支方面看，虽然1989年的财政收入可以

超过预算的 9 % 以上，但有许多特殊因素：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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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了对个体经济的税收管理，比上年增收 3 亿

多元；上半年市场销售旺盛，加上物价上涨，

营业税增收了些；地方各小税和奖金税、建筑

税等增收了一些；新开征的印花税、城镇土地

使用税和国家预算调节基金增收了一些等等。
这些特殊的增收因素，1990年大部 分 要 消 失

了。在支出上，1990年工资、价格补贴、农业投

入、人口普查和提高优抚标准等方面都要多花

钱。这就是说，1990年增加财政收入的因素较

上年减少，而增加财政支出的因素又明显地较

上年增多，非过紧日子不可，不紧也得紧。

过好紧日子  必须努力增加财政收入

增加财政收入，是过好紧日子的基础，如

何把收入搞上去，多收一些，财政厅局长们都

是有一套打算的，他们都各自根据本省市的具

体情况，确定了努力 抓好增加财 政收 入 的重

点，有共性，也有个性，各有各的侧重点。
——通过深化改革增加收入。李达昌同志

说，在治理整顿期间，四川省打算通过改革来

增加财政收入，变速度型财政为效益型财政。
具体说，一是要通过深化改革，改变企业承包

中存在的以包代管现象，把包和管有机地结合

起来，以包促管，从管理中找增加财政收入的

出路。二是要清理和整顿预算外国营企业，凡

是生产经营比较稳定，具有一定规模，能为财

政提供积累的预算外企业，一律纳入预算内管

理，合理核定上交任务。三是要继续完善企业

承包经营责任制，正确处理国家与企业的分配

关系，承包上交基数和递增比例过低的要适当

提高。四是1990年在三个地市进行国营企业所

得税后利润承包经营责任制试点，使企业承包

向科学、合理、规范的方向发展，为增加财政

收入提供稳固的基础。
——通过强化税收管理增加收入。鲍友德

同志说，现在中央财政困难较大，地方理应为

国分忧，多作贡献。打算通过强化税收的征管

工作，来增加财政收入，以便保证为中央财政

作贡献和过好上海自己的紧日子。一是继续清

理减免税的工作。对照国家统一税法的规定和

国家税务局的要求，检查上海还有哪些没有纠

正的减免税规定，逐项进行调查研究，提出处

理意见，报批后严格执行，及时纠正减免税不

当的问题。二是加强个体税收的征管工作。这

方面包括：大力促进具备条件的有证个体户做

好建帐记帐工作，提高核算水平；加强税源控

制，完善批发环节代扣税制度，除代扣营业税

外，扩大到代扣所得税、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

金；扩大集市征税，对个体户和外地农民贩卖

禽蛋恢复征税；取缔无证经营，打 击 非 法 交

易。三是加强发票管理，建立发票管理机构，
健全发票管理制度，加强对发票的印制、发放

的审核管理和日常检查。对印制、贩卖假发票

的要从严惩处，情节严重的，送司法机关追究

法律责任；对利用发票偷税逃税的，在处理偷

税者同时，处理代开发票和出借银行帐户者。
四是加强对新开征税种的征收管理。对城镇土

地税和印花税，针对开征后暴露出来的问题进

行调查研究，健全征收制度，保证税收及时足

额入库；对特别消费税改进征收办法，防止欠

税。
姜其温同志还提出一个强化税收管理的重

要措施，清理“四假” 企业，即清理假福利、

假校办、假集体、假新办企业，堵住减免税的

口子，把该收的税款足额交上来。
——抓两头，带中间，发展经济，增加收

入。姜其温同志指出，经济是基础，只有经济

的适度发展，财政才有增收的财源。1990年江

苏省生产发展有困难，更需要大力支持。支持

经济发展的基本策略是抓两头带中间，一头继

续支持财政收入过亿元的县发展经济，另一头

继续帮助补贴县发展经济。1989年江苏省财政

收入过亿元的县达到了25个，1990年将继续调

度资金支持亿元县按照国家的产业政策，增加

适销对路产品的生产，增加社会有效供给，特

别是支持企业技术改造，提高产品质量，增加

花色品种。同时，继续帮助补贴县增加生产，
增加收入，提高自给程度。在支 持经 济 发展

中，将坚定不移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走

少投入，多产出的路，把经济效益搞上去；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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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科技进步的路，向科学技术要效益；走强

化企业管理，建立健全企业内部责任制和各项

管理制度的路，提高质量，降低消耗，增加盈

利。
——继续实施“保盘子工程”，确保1990

年财政增收。赵吉诚同志告诉记者，1989年黑

龙江省在预算管理上实施了 “保盘子工程” ，

把财政预算指标分解落实，纵向省对地市和计

划单列县市，横向对省直各部门，层层分解，
层层落实，其效果是好的，不仅财政收入比计

划超收 2 亿多元，而且支出也控制在预算之内

了。1990年要进一步健全各级 “保盘子工程”

的指挥系统，这个指挥系统必须由各级政府的

领导同志挂帅，有关部门参加，运 转 才 能 通

畅。他说，继续实施“保盘子工程” ，能加强

各级政府对财政工作的领导，可以把方方面面

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共同把财政工作做好，既

能保证1990年财政收入的增长，也能有效地按

预算控制支出。

过好紧日子  还要大力压缩财政支出

几位财 政厅局 长都说，19 90年要压缩需

求、压缩支出，不大力控制和节减财政开支，

紧日子是过不好的。
——压缩支出要下决心。姜其温同志说，

1990年财政的日子是很难过的，要从思想上到

行动上真正过紧日子，非下决心压 缩 支出 不

可。关键是对广大干部和职工进行勤俭建国、

艰苦奋斗的教育。向大家讲清当前经济上、财

政上的困难，动员大家自觉地发扬艰苦奋斗的

优良传统。江苏省1990年的支出安排，除农业

投入和调整工资经费要适当增加外，其他各项

支出只能维持在1989年的水平上，有的还要下

缩。要认真清理各项财政补贴，有的要压缩，
有的要取消，有的与企业分担；要 严 格 控 制

“农转非”，压缩会议、文件、报表；要继续

从严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暂停购置办公自动

化设备和高级消费品；要严禁 乱 发 奖 金、实

物、补贴。
——压缩支出大有可为。郭长才同志说，

艰苦奋斗，过紧日子，可做的事情很多，潜力

非常大，应当有所作为。一是精简机构，撤并

一些重叠的可有可无的机构。多年来，全国各

省市、地市、县市行政事业机构和人员越来越

多，确实有一部分机构是多余的，应该精简，
从典型调查的资料看，一个省里的各个县行政

事业人员占总人口的比例高低悬殊，如果按平

均水平定编，可减少几万人，节约开支以亿元

计。二是今后两年，行政事业单位不增人或者

少增人，近几年山东省每年约增加 7 万人。如

不增人，每年可节约开支 2 亿多元。三是改进

公费医疗管理，堵塞漏洞，节约开支。山东省

公费医疗费最高的一个县人均支出 249元，最

低的一个县人均支出只有43元。这说明管与不

管，管得好与管得不好大不一样，这一项管好

了，一个县每年可以节约几十万元。
——把压缩支出当作治理整顿 的 重 要 措

施。李达昌同志讲，进一步压缩和控制财政支

出是四川省治理整顿的重要措施之一。他们打

算从以下几个方面压缩支出：一是对行政事业

单位人员经费将严格按编制安排，超编人员一

律不拨公务费，同时采取增人不增加经费，减人

不减少经费的办法，控制编制内人员的过快增

长。二是对行政事业单位，严禁在包干指标外

另行增加支出。三是扩大事业单位经费自给范

围，促使有条件的单位向自收自支过渡。四是

对有经常性收入的行政事业单位，核定其抵支

收入，减少财政拨款。五是对 各 种 学 会、协

会、刊物、出版社等单位的经费补贴，从1990

年起逐步减少，分三年全部取消。六是党政机

关实行 “三不”，即在治理整顿期间不再购买

小汽车，不修办公楼，不租宾馆办公。七是在

一切公务活动中严禁讲排场、摆阔气、铺张浪

费，用公款请客送礼、游山玩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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