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政工作的 六条方针
*

邓小平

（一九五四 年一月十三日）

关于今后财政工作的方针，我现在分六条来讲。
第一，归口。为什么提出这个方针？这是鉴于过去的预算，特别是一九五三年的预算有危险

性，而更大的危险性是财政部代替各部门决定政策，这是不懂得数字中有政策，决定数字就是决

定政策。归口就包括政策问题，数目字内包括轻重缓急，哪个项目该办，哪个项目不该办，这是

一个政治性的问题。财政部代替各部作决定，有人说是 “有财无政”。“政”是有 的，但 是 错

了。过去财政部管得多，反而挨了骂。挨骂有两方面：一方面是袖筒里谈交易，不给钱挨骂，给

了钱也挨骂；另一方面是预算不采取归口的办法，控制不住，干预过多，因而财政部成了被斗争

的焦点。归口以后、就易于控制，预算就容易确定。所以预算要归口，不能有不 归口的 预 算 项

目。归口不等于财政部不管，财政部有干预的权利，要提出意见。财政部提意见，是 从 全 局 出

发，考虑有钱没有钱，是否符合国民经济发展的比例。预算不能由各部自行决定，但必须以各部

门为主，共同商量。各级、各部门对归口是赞成的，现在有一些还没有归口，归口以后，工作就

主动了。
第二，包干。以后是否永远包干？不一定。有些是长期的，有些则不一定。但至少一九五四

年必须包干，一九五五年也有不少还要继续包干。包干的目的主要是控制预算。包干的提出，是

鉴于一九五三年预算在二月十二日通过，三月底总预备费就花光了，八月即失掉收支平衡，出现

二十一万多亿元〔 1〕的赤字。因此，今后为了控制预算，才实行包干。包干分两种：一是中央

各口的包干，主要是归大口。财委是一大口，其中农林水归四办，交通归三 办，财金贸归二办，
工业归一办〔 2〕。总的预算投资多少，由财委、计委审核。各项事业的轻重缓 急 与 投 资的分

配，由各口去考虑。二是地方的包干，主要是大区〔 3〕包干。包干之后，由地方去调剂。现在

规定三级财政，实际上是两级财政，只包到中央和大区两级，包到省有困难，将来还是要 变的。
有人问：包了开支，是否还包收入？当然包。一九五四年预算指示中已规定，总收入不应减少，
并争取超过；总支出不应突破，并力求节约。可见收入也包干了。这样收支都由大家包起来，才

能保证预算的巩固性。大家都负起责任，就不致于突破预算。包干的好处很多，所以一九五四年

预算指示从去年十一月十日发出后，两个月来变动不大，这是过去没有见过的。
第三，自留预备费，结余留用不上缴。这点最麻烦，有的同 志及苏联专家都不同意。其实，

没有这一条，大家不可 能有积极性，就不可 能有归口和包干；有了这一条，大家才能有勇气和胆

量实行归口、包干，地方才有力量应付意外开支。这次规定周转金为预算的百分之三至四，预备

*  这是邓小平同志在全国财政厅局长会议上所作报告的一部分。当时邓小平同志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

部长。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费为预算的百分之三至五，这就是摊了牌，摆在桌子上，大家来过日子，不要再在袖简里办事，
不要突破总预算。结余不上缴，但基建结余在外。

第四，精减行政人员，严格控制人员编制。如果不控制，是很危险的。理由不必解释。
第五，动用总预备费须经中央批准。这样，大家提出要求时就会更慎重一些了。这个批准权

不应在财政部，而应在中央政治局。过去国家总预备费有相当一部分是买烧饼油条用掉了，如一

九五三年就是如此。现在有了这一条规定，就可以防止这种现象发生。有了这一条的好处，是让

大家知道要 动用总预备费不容易。总预备费是留着解决大问题的，不是用来买烧饼油条的。
第六，加强财政监察。毛主席在中央的会议上特别提出这一点，这是以后财政工作的关键。

财政上的浪费是很大的。毛主席说：“有些项目节约百分之十，数字就了不起了。”如国家预算

节省百分之十，就是二十多万亿元。因此，要加强财政监察。
为什 么要提出六条方针？概括地说是因为：

第一，六条方针有一个重大的政治目的，就是要 把国家财政放在经常的、稳固的、可 靠的基

础上。今天国家财政是不稳固的，经不起重大考 验的。我们要认识这种形势，要兢兢业业地改变

这种形势。财政如何稳固，大家要研究，要谈清楚。过去的财政就是不稳固的。一九五〇年全国

刚解放，金融不稳定，财政不可 能稳固；一九五一年抗美援朝〔 4〕，要打仗，财政也不可 能稳

固；一九五二年财政情况比较好；一九五三 年过早地花光了总预备费，只好“搜刮”地方及中央

各部门四十多万亿元，如无大问题，万事大吉，如出现大问题，即束手无策。立国的政策应放在

有力量应付外侮和应付万一。“刮光” 了地方上的底子，如出现象抗美援朝这样的战争，或发生

严重灾荒，或须紧急兴建一个大工程，或有了新的技术发明要采用，就没有后备力量了。那时就

只有加税和减少人头费，就要弄得大家哇哇叫。再一个办法，就是减少必要的开支，把国家工业

化的投资和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经费也刮掉，这样影响就更大，就会动摇根本。财政后备力量基

础的巩固，必须建立在经济发展上。为了发展经济，保证物价稳定，工商企业须有固定的流动资

金，银行须有足够的银行基金，而这些过去是没有的或者不足的，且各大区各级都已没有底子，各

方面搞得很枯竭。我们要花几年功夫才能把国家财政放在稳固的基础上。这就要 把后备力量放在

各方面，要在各方面打底子。怎样打底子，尚须研究，要看力量，逐年补一点，慢慢就补足了。
如商业、银行要考虑有多少资金才够用，每年补一些，补足后就放心了，没有顾虑了。如果我们

给够了，才 能理直气壮地检查他们，现在检查他们，他们还有理由说是因为没有补足。对于中央

与地方的企业，也要逐步补充其后备力量。如果花几年功夫补充了这些力量，我 们 就 能 应付万

一，就不会陷入困境。我们必须做到这一点。这不光是要财政部来做，要靠大家来做。自留预备

费，不是请大家浪费，而是为了打基础。第一步希望财政部做到在预备费外还有十万亿元，连同

大区和省市的在内，希望共有二十万亿元底子，才可以应付万一。这一点，中央尚未讨论，是我

个人的意见，不是定论。这样，若有意外事件，地方上的底子可以拿上来，因为谁都爱国，拿上

来也是愉快的。
第二，有了后备力量，国家财政才 能集中力量保证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需要。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5〕就是要建立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财政要保证这一点。如果财

政不稳固，是不能保证的。实行归口包干后，剩下的预备费才 能用到重大的事情上去，避免把钱

用到买烧饼油条上去，才 能保护住国家的总预备费，站稳脚跟，保证工业建设。
第三，为了把国家财政放在稳固的基础上，保证社会主义工业建设，必须节减一切可以节减

的开支，克服浪费。但如果没有六条方针，就不可 能办到，即不可 能发扬积极性，让大家来办财

政。今天的问题复杂得很，仅靠几个章程、几个法令、几个办法办事是不行的，要因地制宜。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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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大家管财政，大家热心财政，事情才好办。节约也要有积极性，如果没有地方的积极性，就不
可能节约，就要发生浪费。

实行六条方针有这样一些作用，至少在今天看来是正确的。当然，将来可 能有变化，但这是
将来的事，今天必须这样做。

注释；

1 这里指当时流通的旧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自一九五五年三月一日起发行新人民币代替旧人民币，新人民币一元等于旧

人民币一万元

2 财委即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它负责指导财政部、贸易部、重工业部、燃料工业部、纺织工业部、食品工业部、轻工

业部、铁道部，邮电部、交通部、农业部、林垦部、水利部、劳动部、人民银行和海关总署的工作。这里的四办、三办、二办、
一办，是它下设的办事机构，即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四个办公厅的简称。

3 大区指当时在全国划分的华北、东北、西北、华东 中南、西南六大行政区。各大区设有中共中央的代表机关中央局。
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除华北外，其他五个大行政区都设有大区一级行政机构，东北称人民政府，西北、华东、
中南、西南称军政委员会。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各大区行政机构一律改为行政委员会，作为中央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不再是一

级地方政府。华北也成立行政委员会。一九五四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大区一级党政机构。
4 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内战爆发后，美帝国主义随即 出兵 侧 入朝鲜，同时派军队侵略我国领土台湾。九月十五

日，又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派兵在朝鲜西海岸仁川登陆，然后越过朝鲜南北两方原来的临时分界线“三八线“大举北犯，并且

轰炸、扫射中国东北边境城市和村庄，严重威胁中国的安全。为了援助朝鲜人民抗美救国战争，保卫刚刚诞生的新中国，中国人

民响应毛泽东主席发出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组织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前线，同

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抗击美国侵略军。十一月四日，中国各民主党派发表联合宣言，坚决支持志愿军的正义行动。全国人民以

增产节约、报名参加志愿军、捐献武器等各种方式全力支持朝鲜前线的作战。在中朝人民军队的沉重打击下，美帝国主义连遭失

败，被迫于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至此，朝鲜停战实现，中国人民的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结束。
5 经中共中央批准的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制发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向全党公布了党在过渡时

期的总路线，这就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 一 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

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

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

简讯

国家财税 条法

数据库建成试 用

国家财税条法数据库已于今年 3 月正式建成，现

已在陕西、上海、广州及重庆四省市进行试点运行。

建立国家财税条法数据库是运用现代化手段加强

财政法制建设的一项重大措施，该条法数据库具有以

下明显功能和特点：

1.实用性强：国家财税条法数据库共录入了建国

以来国家颁布的现行有效的财税法规430多件，约140

万字数据。而且，以后每年还要将国家新颁布的财税

法规追加入库，并对数据库中原有的已被废止、宣布

失效或修改的法规数据作出说明，保证条法数据库数

据准确、完整。

2.检索功能齐全：国家财税条法数据库具有分类

检索、主题检索、文号检索、日期检索、颁布单位检

索、天 键词检索、字串 检索及程序检索等多 种检索功

能。使用者可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各种检索功能查

找所需的法规数据，并可以随时利用打印机对法规数

据进行全文或单条打印。
3.操作简单、运算快捷：只要有使用说明书并按

照计算机屏幕的提示操作，任何人都可以从容地利用

国家财税条法数据库，并可在几秒或几分钟内查找出

自己所需的某一类、某一篇、某一条法规或该数据库

中涉及某一具体问题的全部法规条文。
除上述功能外，国家财税条法数据库还有对硬件

环境适应性强及容易扩充等特点。国家财税条法数据

库的软件系统可在长城系列微机G W 0520—H.G W
286、IT286D H、中 华286等 微 机 上 工作，此 外，

它也可在拥 有 640K 内 存的 IBM PC/X T 和 IBM

PC/A T等微机上运行，国家财税条法数据库的 使用

者还可以借助该系统的建库与维护模块，极为方便地

开发自己的专用信息数据库与检索系统。

（戴昌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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