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能。税率设计、企业利润分配要根据产业序列

进行规定；财政补贴、财政投资、财政信用杠

杆的运用要在产业政策的指导下进行。对长线

产业要限制和促转，对短线产业要 支 持 和 促

进。
第五，加强财政法制建设，为解决税收软

化、支出刚化、管理松化、调控弱化提供法律

保障。财政治乱，就是要以法治财 、依 法 理

财。财政要真正硬起来，离不开财政法制建设

的加强。首先，要加强财政基本法律的制定。
基本财政法律如财政法、预算法等，代表财政

改革和财政发展的方向。在基本财政法律中，

要确定基本的财政职能、基本的财 政 分 配 关

系、基本的财政政策、基本的财政运行机制等

等。其次，要在治理整顿中完善财 政 法 规 体

系。这是实现财政政策、理顺分配关系、发挥

财政职能和作用的重要保证，也是财政治乱的

需要。当前应该抓紧制定那些同治理整顿密切

的财政法规，例如《预算法》、《预算外资金

管理条例》以及与清理整顿公司有关的财务管

理办法等等。还要加强财政法规执行的监督检

查，建立法规执行情况信息反馈制度，以维护

法规的严肃性，增强法规的可行性。

关于地方财政过几年
紧日 子的 几点思考

杨光明湖南省财政厅

1979年以来的10年，财政为支持改革和促

进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和贡献；同时，
国家财政包括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自身却陷

入困境，面临严重的挑战。这集中表现在两个

方面：一是两个比重明显偏低。财政收入占国

民收入的比 重，1953年 至1978 年 间 平 均 为

35.8%，1979 年 为 3 1.9 %，1 9 8 8 年 降 为

19.2 % 。中 央 财政收 入占全 国财政收入的比

重，由60—70%，下降到1988年的47.2%。二是

财政连年出现赤字。10年里有 9年发生财政赤

字，累计达640多亿元，其中中央财政赤 字 达

770多亿元，如加上债务收入，则 高 达1700多

亿元。两个比重过低，财政赤字严重，特别是

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过低、中

央财政赤字严重，使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大大

削弱。对此，江泽民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40周年大会上

的讲话中指出：“在治

理整顿期间，更要强调

适当集中，逐步提高国

家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

中的比重，提高中央财

政收入在国家财政收入

中的比重。中央不掌握

必要的财力，就不可能

保证重点建设和治理整

顿任务的实现。必须加

强中央的权威，反对分散主义，以利于领导国

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由此看来，
在当前及今后的治理整顿中，地方各级财政要

牺牲一点局部利益，过几年紧日子，确保中央

财政。那么，地方财政，特别是大多数财力拮

据的地方财政，如何过好紧日子呢？

第一，提高思想认识，树立全局观念。提

高中央财政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这实

际上是一个中央与地方财力分配作重新调整的

问题，也是一个触及到地方财政既得利益的问

题。对此，地方各级政府应端正态度，提高认

识，与中央统一思想，协调步伐。在当前实行

地方财政包干体制，利益分配和决策格局多元

化的情况下，思想认识正确与否，对执行中央

的方针政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重要。因

此，各地要充分认识到中央在经济建设、改革中
国
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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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治理整顿中所处的地位与现实困难，要

充分认识到提高中央财政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

的比重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牢固地树立全局观

念和宏观战略意识，作到宁肯自己的日子过得

再紧一点，也要确保中央。要认真学习邓小平

同志于1954年 1 月在全国财政厅局长会议结束

时所作的关于《地方财政工作要有全局观念》

的讲话，把思想认识提高到这不仅仅是一个经

济关系的问题，而且还是一个政治上与党中央

是否保持一致的问题的高度上来。只有思想认

识一致了，提高中央财政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

的比重，才会有坚实的思想基础，地方各级政

府才会以极大的热情去克服自身的困难，振奋

精神，开拓前进。
第二，强化紧缩意识，坚持两个原则。提

高中央财政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地方

财政预算收支盘子会绷得更紧些，这就要求各

地要坚决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抑 制 资 金 需

求，控制财政赤字。地方各级财政应坚决执行

中央的政策精神，从紧把住支出关。财政部门

更要以身作则，勤俭办事，在各地做好表率。
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应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关

于 “在治理整顿期间，政府和人民都要有过几

年紧日子的思想准备” 的要求，广泛地开展艰

苦奋斗、勤俭建国的优良传统教育，在全社会

形成过紧日子的气氛，减轻对财政的压力。今

后，地方各级财政在安排使用财力时，务必坚

持两个原则：其一是量力而行的原则，也就是

说各地要根据本地财力的多少来合理安排财政

支出总额，搞好综合平衡。量力而行的思想，
是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理财家所倡导的，为中

国的财经实践所证明。地方各级财政应认真领

会其在新形势下的含义，澄清思想，收缩财政

支出的层次、范围，坚决摒弃用赤字财政和通

货膨胀来刺激经济增长的主张，旗帜鲜明地反

对赤字无害论和财经领域里的其他资产阶级自

由化思潮。同时，应切实做到在量力而行的前

提下尽力而为，即要使人民生活的改善与生产

的发展和劳动生产力的提高相适应，地方建设

投资要在改善和优化产业结构的基础上保持适

度规模。其二是依法执行预算的原则。地方各

级预算一经同级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即具有法

律效力。财政部门是预算执行机关，应有权根

据预算对不合理、不合法的各种追加拨款要求

予以否决并驳回。地方各级人代会及其常务委

员会要加强对本级财政预算的检查监督，要支

持财政工作。财政部门掌握的待分配资金及专

项资金，也要按法定审批程序进行分配。各行

政事业单位务必在包干经费内完成 其 业 务 工

作，不得突破预算包干指标。预算内企业单位

务必按承包合同要求完成上缴财政 收 入 的 任

务，不得包盈不包亏。财政部门有权对本级所

辖企事业单位的财务收支实施监督管理，对严

重破坏财务制度、不履行经济合同的单位、地

方各级财政部门应提请法律制裁，做到依法理

财，以利在紧缩的气候下全面完成地方财政收

支预算任务。
第三，积极组织收入，严格税收征管。悉

力组织财政收入，是地方财政过好紧日子、打好

主动仗的关键一环。地方各级财政应在当地党

政领导的支持下作好以下几项工作：< 1 >加强

对现有财源的征管，严防收入上的跑冒滴漏。
目前偷漏税情况十分严重，抗税情况亦时有出

现。据统计，全国有50% 以上的企业和80% 以

上的个体工商户都有偷漏税行为。偷漏税的大

量存在，直接减少了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

比重，增加了财政平衡的困难。同时也反映出

我们的税收制度不够完善，征管力量薄弱。据

此，各地应根据国家有关税法税政，进一步健

全税收制度，充实税收征管第一线的力量，把

应交国家的财政收入，一分一厘、一点不漏地

收上来。对严重违反税法者，应 从 严 惩 治。
< 2 >整顿税收入库秩序。目前税收入库秩序相

当混乱，与治理整顿的要求很不相符。主要表

现在，一是企业大量拖欠税款，而且这些拖欠

税户又多是大中型企业或重点税源单位；二是

银行占压、拒收税款。对这些问题，各地政府

应予以高度重视，尽快加以解决。财税部门应

在政府的支持下，对企业的拖欠税问题进行一

次清理，超过规定缴纳期限的，应按日加收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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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金，决不能迁就。同时，人民银行尽快协调

各专业银行，疏通资金流通渠道，清理 “三角

债”，把资金关系理顺，千方百计保证财政资

金及时入库。< 3 >培养建设后续财源。目前，

一些地方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其财源优势正

在逐步丧失，如有些地方的 “猪财政” 、“烟

财政” 、“烟花鞭炮财政” 等，就因竞争激烈

而越来越不景气。因此，各地要因地制宜、因

时制宜，尽快建立新的骨干财源，使财政具有

后劲。
第四，强化调控手段，大力压缩支出。地

方财政过好紧日子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

把紧缩意识通过采取一系列措施渗透到支出的

各个方面。< 1 >严格控制消费基 金 的 过 快增

长。地方各级财政部门要乘廉政建设、“过几

年紧日子” 的东风，坚决压缩社 会 集 团 购买

力，严格控制行政管理费用支出。具体来讲，

就是要把好 “四关” ：一是办公费关。通过建

立完善规章制度，大兴勤政、廉政之风，克服

一切浪费现象及公车私用等不正之风，切实堵

住机关办公费用支出中的漏洞。二 是 会 议 费

关。超过一定规模的会议 应 报 经 财政部门审

批，对可开可不开的会不开，能合并开的会不

分别开，提倡长会短开，力争把会议费降到最

低限度。三是招待费关。各地应明确规定本地

行政事业单位的接待费用标准和陪 客 就 餐 人

数，实行超标准招待费用个人自理的制度，以

压缩招待费用支出。四是小车等高档商品控购

关。在近几年内应禁止行政 单 位 买车，对 科

研、事业单位及特殊用车单位购车也要严格审

批，并要进一步完善有关对高档商品征收附加

费、特种消费税的制度，从政策上、经济上对

集团消费实行“双控制”。< 2 >坚决走精兵简

政之路，减少经常性支出。首先，各地要严格

按政府机关编制序列设立机构，对那些无正式

编制的编外临时机构，该合并的尽快合并，该

撤销的立即撤销。其次，要坚决 精 简 超 编人

员，限期消肿，否则，财 政 部门 应终止其 拨

款，停发超编人员工资。< 3 >鼓励事业单位扬

己之长，走创收之路，力争 “自力更生” ，以

减少地方财政的压力。

简讯·书讯
抓好 “两刊” 征订就是办了一所不投资的学校

——湖北省襄阳县财政局征订《 财政》 《 财务与会计》 杂志逾千份

湖北省襄阳县财政局重视1990年《财政》

《财务与会计》杂志的征订工作。他们认为，

抓好 “两刊” 征订就是办了一所 不 投 资 的学

校。把 “两刊” 征订当作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

内容来抓，真正列入财政工作的议事日程。一

是领导重视，局长亲自抓，并确定由县局科研

所具体负责征订工作。二是抓好宣传工作，县

局专门下发文件，要求各乡镇财 政 所 和 各行

政、企事业单位财务科（股）认真抓好 “两刊”

征订，并提出了任务要求。还在县办报纸上刊

登了征订通知。三是狠抓落实。县局专门召开

了 “两刊” 发行会议，研究布置发行工作。县

局科研所的全体同志分工负责县 直 单 位 的征

订。各乡镇财政所确定专人抓本乡镇的征订。
做到不漏订一户，不错订一份。到11月15日全

县 “两刊” 征订工作圆 满 结 束。全县共征订

《财政》 201份，比1989年的66份增长2倍多，
征订《财务与会计》 800份，比1989年的407份

增长近 1 倍。  （冯德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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