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反馈责任以及奖、赔、罚等项规定。对有偿使

用的项目，还应当同时明 确 还 款 计划，付费

（付息）规定，担保单位等项内容。二是在财

政部门内部实行分工管理负责制。要根据用款

单位或用款项目的性质，分别由有关职能科室

负责把各有关项目的管理责任逐一落实到个人

（专管员），追踪问效，负责到底。为保证责

任落实，分工管理的内容应列入工作人员岗位

责任制范围，定期检查考核。三是由总预算会

计（或总预算辅助会计）设立专项资金拨款、

使用情况登记簿（或登记卡），对各专项资金

的预算、拨款、使用、结报等情况进行综合记

录控制。设立登记簿（或卡），可以将用款单

位的项目、双方的责任人员、备查合同序号、

期初安排数、调整数、完成 进 度、年 度 支出

数、年终结余资金（或指标计划）及其处理意

见等项内容一并登记。规定有偿使用的和无偿

的专项资金应分别登记，并增设还款计划、还

款记录以及付费（付息）情况等栏目，以便掌

握情况，加强管理，提高资金使用实效。

預算管理
消除地方财政赤字需纠正六种松紧偏向

陈步荣江 苏 淮阴市财政局

中央要求过两三年紧日子，对地方财政部

门来说，就要打紧预算，强化预算约束，消除

财政赤字。要实现这个目标，在实际工作中，

必须纠正下面一些松紧偏向。
一是预算紧，执行松。一些财政部门在年

初安排预算时，面对繁重的支出需要，紧打满

算，甚至打赤字预算；但在具体执行中却显得

偏松，铺张浪费、新开增支口子等现象时有发

生，使预算约束软化或无力，给年终财政平衡

带来困难。纠正这种偏向，需要各地财政部门

坚持量力而行，不打过紧预算甚至赤字预算，

留有余地；在预算的具体执行中，应从紧从严

办事，努力压缩支出，不随便开增支口子，保

持预算的约束效力。这样才能积极而有效地实

现全年财政收支平衡，避免财政赤字。
二是年底紧，年初松。一些财政部门往往

在年初、年中缺乏紧迫感，对收入与支出都抓

得比较松，有的把应在上年支付的支出，放到

本年初列支，有的乱开新增支出口子，出现支

出增长过快，收入增长滞后现象，人为地造成

年终平衡预算困难。而到年底，才意识到“紧”

的必要，就拚命压支出，突击抓收入，以保预

算平衡。这种先松后紧的作法不符合客观经济

发展规律，不利于按经济建设的正常需要有效

地组织收入，供应资金。财政部门应在思想上

有这样一个观念，从预算执行之日起，就要从

紧把关，严加控制。
三是下面紧，上面松。有的财政部门无论

是编制预算还是执行预算，对下 级 财政、企

业、事业单位帐 算 得 很 紧，甚至掏企业的后

劲，砍单位的 “吃饭钱”或事业经费；而对上

（特别是党政领导）则无能为力，制约偏松，
省长、市长、县长批的条子，财 政 就 是 没有

钱，也只得从别处挖一块来解决。这样做的结

果是管了小的，放了大的，不利于预算的正常

执行，不利于预算平衡的实现。要改变这种状

况，一方面要求各级政府领导提高预算约束观

念，不随意批条子、上项目、开口子；另一方

面财政部门也要树立法制的观念，主动提供情

况、提出建议，当好领导决策的参谋，做到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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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对下都要紧，排除干扰因素，保证财政计

划的顺利执行。
四是生产紧，消费松。面对财政资金相当

紧张的现状，一些财政部门特别是吃补贴地区

的财政部门，在预算的编制和执行中，往往先

保吃饭后搞生产，对人头 经费、行 政 事业经

费、集团消费压缩控制不力，而 用 于 支 持生

产、技改的财力则绷得很紧。这样势必会出现

支出压不下来，又影响财源的壮大，难以从根

本上改变 “吃饭财政”的面貌。因此，财政部

门要下定过紧日子的决心，狠狠管住消费性支

出的不合理增长，多挤出一部分财力用于支持

生产发展，涵养财源，力求从根本上解决财政

困难。
五是预算内紧，预算外松。目前，一些财

政部门的视野仅局限于预算内，保 “小平衡”，
对日益增多的预算外资金管而不力，缺乏综合

平衡的观念。这样就很难避 免 出 现 预算外基

建、消费膨胀，加剧社会总供求矛盾，冲击预

算内资金的平衡。因此，财政部门应采取切实

措施，建立、健全综合财政管理，真正把预算

外资金纳入管理、控制、平衡的轨道。
六是外面紧，自己松。有的财政部门对别

的部门和单位打紧预算、从严审批，对自己则

管理、控制偏松，有的年初没有经费预算，年

中随支随拨，浪费现象严重；有的将财政上的

钱随意垫支到其他方面去，几 个 月 不 清理收

回。这种对外要求严，对内 用钱无 约 束的状

况，不利于增强预算约束力。因此，财政部门

必须抓好内部经费管理制 度 的 建 设，认真编

制、执行经费预算，严格审批手续，带头过好

紧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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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本刊记者就

工交企业财务工作如何

贯彻落实党的十三届三

中全会提出的 “治理经

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

全面 深 化 改 革”的方

针，走访了财政部工交

财务司负责人，他回答

了记者提出的问题。
问：1989年工交企

业财务工作如何贯彻落

实党中央提出的治理、

整顿、深 化 改 革 的方

针？

答：根据党的十三

届三中全会确定的 “治

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

秩序，全面深化改革”

的方针和一系列政策措

施，1989年工交企业财

务工作的中心任务是以

促进企业提高经济效益

为中心，深化企业改革，

继续完善和发展企业承

包经营责任制。重点放

在帮助企业加强经营管

理，完善内部经营机制

上。要继续狠抓扭亏增

盈，推动 企 业 更 加广

泛、深入地开展 “双增

双节” 运动，挖掘内部

潜力，实现增产增收，

努力完成 和 超 额 完成

1989年工交企业收入任

务。
问：为把治理、整

顿与开展 “双增双节”

运动结 合 起来，使 治

理、整顿收到实效，各

级财政部门和企业财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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