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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 政 法 制 工 作

陈如龙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财政法制工作

同整个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一样，取得了重大进

展，有力地促进了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和国民

经济的稳定发展。但是，从财政部门开展法制

工作的现状来看，它同形势和任务发展的要求

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需要在今后的工作中

继续作出不懈的努力。
根据目前的情况，我认为，做好新形势下

的财政法制工作，必须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要明确认识加强财政法制工作不仅

很必要，而且任务也很繁重。大家知道，财政

法制建设是整个法制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党

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再次强调必须 “大力加强民

主和法制建设” ，它当然包括了加强财政法制

工作。四中全会指出的 “继续搞好治理整顿，
更好地坚持改革开放” ，是全党当前要特别注

意抓好的四件大事之一。要搞好治理整顿和改

革开放，就离不开财政分配和财政监督职能作

用的发挥。加强财政法制工作，则是实现正确

分配和强化财政监督管理的一个重要条件。为

了搞好治理整顿和改革开放，无论是目前和今

后，都有许多全国性和地方性的财政法规需要

制定，工作量很大。许多经济法规草案中涉及

财政问题的有关条款需要进行审核和协调，在

各项财政法规之间也有一个相互协商和衔接配

套的问题，力求把矛盾解决在法规出台之前。
对现行财政法规的贯彻实施情况要进行监督检

查，做好信息反馈工作，以维护执行法规的严

肃性，及时改进法规执行中存在的问题。还要

对已有的财政法规经常进行清理，按照立法程

序，该废止的要废止，该修改的要修改，以保

证现行有效法规的顺利执行。所有这些工作都

说明，加强财政法制工作不仅必要，而且任务

相当繁重。要做好这些工作，必须从思想上重

视起来，在实际工作中采取一些有力措施。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首

先要按照国务委员兼财政部长王丙乾同志在致

全国财政法制工作座谈会的贺信中提出的要求

去做，把财政法制工作列入重要的议事日程，有

一位领导同志亲自抓，把加强法制工作同做好

财政工作紧密结合起来，把各项财政政策和财

政工作的重大决定法律化、规范化，并建立起

法规贯彻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制度。经过不懈

的努力，真正做到依法办事，使以法治财、依

法理财落到实处。
第二，要适应形势发展，培养提高财政法

制工作人员的政策、业务素质。财政法制工作

是一项综合性的财政业务，从事这项工作的同

志应当具有多方面的知识。他们不仅要熟悉预

算、税收和财务、会计等方面的业务，要有一

定的政策水平，还要懂得经济、法律；不仅要

懂得国内的法律，还要具有一定的国际法律知

识；同时，有的还要掌握一门外国语。否则，

工作是难以做好的。几年来，各地财政部门在

培养、提高财政法制工作人员素质方面，做了

不少工 作，收到 了较好的 效果。但是应 当看

到，目前，从事财政法制工作的同志大多都是

新手；尽管也有一些工作已经多年的同志，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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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从事财政法制工作的时间并不长，同样有

一个更新知识、熟悉新的工作的过程。除了这

些同志要在工作中边干、边学、边提高以外，
各地财政 部门还 应根据 缺什么、补什 么的原

则，采取有效方式，如举办培训班、开展法律知

识竞赛等等，进一步充实提高他们的业务能力

和工作 本领。财政 部也要 积极与有 关部门联

系，在有关的财经院校增设财政法制学习班。
第三，要有专门机构和人员主管财政法制

工作。随着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不断加强和各地

政府法制机构的建立健全，对地方财政部门法

制工作的要求必将日益增多。因此，在省、自治

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内建立财政

法制机构，是很有必要的，早建比晚建好。北

京市财政局和宁波市财税局建立专门机构负责

管理财政法制工作所取得的经验值得重视，这

是做好财政法制工作的组织保证。从财政部来

说，这几年已有了一个专门负责管理条法工作

的办事机构，它可以协助部领导在财政法制问

题上起到规划、咨询、协调、参谋、把关的作

用。正因为如此，财政部在去年机构改革过程

中，进一步加强了条法司的机构和工作职责，

并把人员编制增加到了40人。但是对于地方财

政部门如何加强法制机构问题，根据国务院的

精神，上级业务部门要尊重地方政府的意见，

不要干预地方的机构改革。在这种情况下，财

政部不宜作出硬性的规定。为此，各地财政部

门要向所在地政府、人事编制部门汇报，讲明

财政法制工作的重要性，讲明财政法制工作的

任务，讲明建立财政法制机构、适当充实法制

人员的必要性，以求得政府、人事编制部门的

支持。只要把道理讲清楚，理由讲充分，是会

得到支持的。在财政法制机构没有建立起来之

前，一定要在工作性质相近似的业务机构内配

备必要的人员，把财政法制工作抓起来，完成

各项应完成的任务。
我相信，只要我们思想上真正重视，采取

的措施又切实可行，经过财政部门上下的共同

努力，财政法制工作就一定会提高到一个新水

平，在财政工作和财政改革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简讯·书讯

简讯  

财政收入超亿元县（市）的新发展

根据地方财政决算统计，1988年财政收入超亿元

的县（市）已达73个，比1987年的52个（已扣除广东

省1988年由县级升格为地级的中山、东莞、 梅 县三个

市县）增加了21个。

在73个财政收入超亿元县（市）中，收入在 1 亿

元以上 2 亿元以下的有53个，收入在 2 亿元以 上 3 亿

元以下的有14个，收入在 3 亿元以上的有 6 个， 这 6

个县（市）分别是：上海的川沙县、嘉定县，江苏的

无锡县、常熟市、江阴县，浙江的萧山县，其中 1988

年新跨上 3 亿元的是上海的嘉定县、 江苏的常熟市、

江阴县和浙江的萧山县。

1988年这73个县（市）的 财 政 收 入 为125.14亿
元，比上年增长17.1% ，高于整个地方财政收 入增长

幅度。财政收入超亿元县（市），不仅 在 本省（区、

市）的财政收入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对增加国家财

政收入和缓解当前国家财政困难作出了贡献。 73个收

入超亿元县（市）虽然只占全国县（市）总数的3.1 % ，

但是 它 们 的 财政 收 入 却 占 全 国 县 级财政收 入的

19.21 % ，而它们的财政支出仅为59.0 1 亿元 ，只占全

国县级财政支出的8
.
1%。

县级财政是国家财政的基础。近 年 来，很多地方

加强了对亿元县的支持和培植工作，帮助它 们发展经

济，培养财源，增加财政收入。1988年 亿元县的发展

有三个方面趋势：一是财政收入超亿元县的 分布面进

一步扩大，亿元县已分布在全国六个 大区，拥有亿元

县的省由1987年的 12个扩大到18个，新增加江西、 湖

北、广西、云南、陕西、新疆 6 个省（区）；二是广

西、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和江西、陕 西等经济基础较

差的省也培植出了亿元县；三是原来拥有 亿元县较多

的省，亿元县的数量继续增加，如江 苏 省由1987年的

16个增加到18个，浙江省 由 1987 年 的11 个增加到14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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