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讨价还价的问题，而且有利于广开财路，造就社

会主义企业家队伍。在实行公开 招标时，必须注意对

承包人进行严格的考察，不但要求有经营能力，而且

还要有过硬的政治素质，使国家和职工都感到放心。

六、实行优胜劣汰，搞好滚动承包。为 了保证企

业经营队伍的稳定性，承包易届不能 搞 “一 刀 切”

“一窝蜂”政策，应区别情况，具体对待。对第一届

承包经济效益好、承包人素 质高的企 业，可 以 采 取

“滚动承包法” ， 即该企 业不再重新招标，承包人只

需向有关部门提出书面承包申请，与甲方重新签订合

同即可。对由于各种原因，第一届承包人不能继续承

包的企业，要做好衔接工作，提前二至 三个月确定第二

届承包的法人代表，并提前进入将要承包人的企业，

了解熟悉各方面的情况，对上一届承包人的结尾工作

进行监督，为第二届承包打好基础。承包易届工作比

较复杂，准备工作很重要，有关部门应提前动手，把

工作做细，力求克服第一届承包中的各种弊端，推进

企业完善内部经营机制，提高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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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改进财政

包干体制的点滴回 顾

宗 文

1988年，国务院决定改 进财政包干体制，对部分

地区实行 “收入递增包干” 等形式的财政体制。一年

来，执行结果如何？利弊得失怎样？如何看待现行的

“收入递增包干”等办法？这里略作点滴回顾。

财政包干是从1980年实行“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

开始的。当时，财政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在

全国范围内实行了 “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管

理体制。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和统一计划，确保中央

必不可少的开支的前提下，明确划分了各级财政的权

力和责任，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改变了

“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局面。实践证明，这次财政

体制改革适应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形

势的需要，较好地体现了“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

原则，调动了各级政府当家理财、增收节支的积极性。

对推动各项改革开放事业，争取财政状况的逐步好转，

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1985年开始实行的“划分税

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管理体制，继续推

行财政包干，进一步强调了权责结合，各尽其职。到

1987年，财政包干产生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比较

突出的是，有收入上解任务的地区，特别是上解比例

较大的地区，在总额分成的体制下，地方收入留成的

比例较小，多收了不能多得，少收了中 央 财 政 负担

“大头”，加上一些其他客观原因，地方缺乏组织收

入的积极性，出现财政收入增长缓慢甚至“滑坡”的

现象。为了解决这个问题，1988年国务院决定，对十

几个上解比例较大的地区改进财政包干办法。多数地

区取消了总额分成办法，实行“收入递增包干”办法，

少数地区实行“总额分 成加增长分 成”办法，个别省

实行“上解额递 增包干
”” 办法。

改进财政包干体制以后，有关省市对所属地区也

实行了类似中央对省、市的包干办法，即实行了“收入

递增包干”办法。实行这个办 法以后，由于财政收入

的增加或减少与本级政府的财政支出的相关 系数加大

了，地方各级政府领导对财政收 入 的增长更为关心。

一些地区的领导亲自坐阵，疏通各方面的关系，抓好

本地区的财政收入。 有的省召开 财政业 务 工 作 会议

时，并没有邀请县级领导参加，但不少县长多次主动

要求参加会议，一些县长 “不请自到”。由于领导重

视，各级财政、 税务部门组织收入的积极性更高了。

同时，改进财政包干办法以后，不少地区改变了过去

的预算管理办法，加强了预算管理，有的地区还重新

确定了年初的预算收入 盘 子，千方百计地增加财政收

入。

1988年财政决算结果，地方财政收入比上年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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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幅度的增长。其中，实行 “收入递增包干” 等 办

法的十几个上解地区的财政收入不仅没有 “滑坡” ，

而且增长幅度基本达到了整个地方财政 收 入的平均增

长幅度。改变了近年来上解地区财政收入增长幅度大

大低于地方财政收入平均增长幅度的 现象。1988年国

家决算结果，园满完成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国

家预算任务，改进财政 包干体制是重要原因之一。一

年来的实践证明，实行 “收入 递增包干”等办法，确

实调动了上解地区组织收入的积极性， 达到了改进财

政包干体制的预期目的。

改进财政包干体制，对发展经济事业也取得了不

少效果。实行 “收入递增包干”办法 以 后， 地 方 各

级政府经过自己的努力，增加了财政收 入，增强了自

身的财力，缓解了财政困 难。对本地区各项经济文化

等建设事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例如，

一些地区用增加的财力，支持 生产，保障人民生活和

各项建设事业的资金需要。许多地区从增加的财力中

拿出了相当部分，用于本地区能源、 交通等重点项目

的建设，对发展本地区经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有的

建设项目对全国经济发展也产 生了积极的影响。地方

政府还通过财政补贴的形式，控制物价上涨。这对缓

和价格矛盾，抑制通货膨胀发挥了应 有 的 作 用。此

外，实行“收入递 增包干”办法以后，各地加强对零

散税收尤其是个体工商户税收的征收管理，对增加财

政收入，调节收入分配不公也起到 了一定作用。

改进财政包干体制，调整中央财政和地方 财政的

预算分配关系，不仅取得了明显的 财政经济效果，而

且对精神文明的建设也是一个促进。主要表现在，一

些地区的全局观念增强 了，“跑部钱进”的少了，“藏

富于企业”的少了，随意减免税的少了。

当然，这次改 进财政包干体制，实行 “收入递增

包干” 等办法，也有它的历史局限性，不是有利无弊

的。有些同志指出，财政包干存在着助长市场割据、

重复建设，影响产业政策调整，分散中央财力 等副作

用，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我们认为，产生这些副作

用的原因，还有各自的管理问题，如计划 管理、投资

管理、产业政策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还有加强财政体

制改革和各种经济管理 体制改革的配套问题。总的来

说，改进财政包干体制，实行“收入递增包干” 等办

法，是应当肯定的。在 “分税制”的条件尚未成熟的

情况下，这是一种较好的财政体制过渡形式。在近期

不能实行 “分税制”的情况下，这种体制 还有待于认

真总结经验，进一步兴利除弊，完善、补充，使它更

好地完成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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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建国四十年来，

财政经济工作的一条重要

经验就是要贯 彻 艰 苦 奋

斗、 勤俭建国的方针，只

要坚持了这一方针， 我们

就能够在工作 中 克 服 困

难，取得成就。

建国初期，新中国面

临着严重的 财 政 经 济困

难，为了增加财政收入，

以保证军费、 行政费和经

济建设支出，稳定波动的

金融、 物价， 从财力上保

障年轻的人民共和国渡过

难关，党中央除了采取统

一财政收支管 理 的 措 施

外，还号召全国人民开展

轰轰烈烈的增 产 节 约 运

动。在国营企业实行经济

核算的办法， 厉行节约，

降低成本，为国家上缴更

多的利润；在政府机关、

部队、学校中提倡俭朴、

反对浮华，提倡节约，反

对浪费。由于开展增产节

约运动，增 加 了 财 政收

入， 减少了财政支出， 对

当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

好转起了重要作用。

“大跃进” 时期，党在经济工作中一度不切实际

地追求高速度，急躁冒进，造 成了经济上的失 误。加

上当时严重的自然灾害等情况，使国 民 经 济 陷入困

境，财政工作也遭到了重大挫折。1961年初，党中央

及时提出对国民经济实行全面调整，并制定了“调整、

巩固、 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纠正经 济 工作中的失

误。当时在财政工作方面采取的措 施是：切切实实地

增产节约，有计划地调整经 济，全国上下同甘共苦，

大家共同承担困难。在号召全国人民克 服困难，过紧

日子的同时，党中央、 国务院于 1962年发出《关于厉

行节约的紧急规定》 ，规定了厉行节约的12条措施，

其中有：1.坚决压缩社会集团 购买力；2.立即彻底清

理机关仓库；3.坚决不 准用公款请客送礼；4.专业会

议要尽量减少；5.大力压 缩 差 旅 费开 支；6.节约电

报、电 话、 用 车、 用电、 用水的费用；等等。这些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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