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加强咨询研究工作，促进财政决策科

学化。赵紫阳同志的报告强调“要从机构配置

的科学性和整体性出发，适当加强决策咨询和

调节、监督、审计、信息部门，转变综合部门

的工作方式，提高政府对宏观经济活动的调节

控制能力”。这说明财政科研咨询工作对财政

决策是至关重要的，这是宏观决策科学化的客

观要求。为此，必须改变过去只注意完成计划

指标，不注重研究经济规律的习惯方式。要大

力加强财政科研工作，尊重科研人员的劳动，重
视科研成果的应用和推广，给科研工作提供必

要的条件，调动科研部门和科研人员的积极性。
要把财政实际工作者与科研工作者结合起来，
探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财政分配的各种内在规

律，建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财政科学体系，
真正把财政决策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

大的工程项目，合同应由公证单位监证。
第十七条  项目合同签定后，动工前，应预拨一

部分购置材料、设备的资金。竣工前累计拨款应少于

核定拨款数额，待验收合格后，一次结清余额。不合

格的应视情况少拨或不拨，甚至追回原拨资金。

第十八条  工程竣工后，报请上级检查验收，经

检查验收合格的工程，应由验收人签证，并据以向财

政部门办理未拨经费的补拨手续。受补助单位应于竣

工后一个月内，编报工程财务决算。所剩物料和货币

资金必须 清点造册，需要 移 交的应 限期办理交接手

续，验收入账，继续按本规定管理.不得作为账外财

产，化大公为小公，化公为私。

第十九条  各级水利部门，应加强财务管理。配

备专职财会人员，遵守财会制度、财经纪律，财务收

支、物料领发必须按规定办理，不得以拨代支，以领

代报，更不得弄虚作假、乱拉乱用。

第二十条  抗旱经费要按照本规定使用范围批准

项目，由水利部门实施，专款专用。抗早结束时，对

抗旱设备和物资要清点登记、造册入库，任何单位不

得随意动用。抗旱支付的费用，应统一编报决算。特

大抗旱补助费年度决算时，除在财政部门编报的地方

总决算中反映外，还要单独列报。

第二十一条  财政部门应根据农田水利建设的特

点、冬季施工的需要，在第四季度参照年本度预算水

平，预拨下年度一部分小农水补助费。
当年未用完的资金，可结转下年继续使用。
第二十二条  各级水利、财政部门对小农水补助

费要建立严格的检查报告制度，每年应检查一次，并

作出检查报告。水利部门应将年度支出决算和经济效

益进行汇总，报同级人民政府，抄财政部门，并抄报

上级水利、财政主管部门。

第二十三条  财政、水利 部门要加强对用款单位

的财务检查监督，经常深入调查，发现问题，及时纠

正。对违纪的要严肃处理。对违反合同规定和经济效

益不好，造成严重损失浪费的项目，要查清原因和追

究有关行政、技术负责人的责任，违反财经纪律的，

按《国务院关于违反财政法规处罚的暂行规定》 及财

政部《关于支农资金检查中有关财务处理问题的暂行

规定》 严肃处理。
第四章  附 则

第二十四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财政、水

利部门应根据 本规定，结合本地具体情况，制定实施

细则，并抄财政部、水电部备案。

第二十五条  本规定从1988年 1 月 1 日起实行。
1979年水 利部、财政部联合颁发的《关于小型农田水

利补助费（包括水土保持补助费）和抗旱经费使用管

理的试行规定》 同时废止。

简讯

北京市财政性资金管理分局

成立大会在京召开

北京市财政性资金管理分局成立大会。于1987年

12月26日在京召开。北京市市长陈希同、 财政部副部

长项怀 诚 参加了 大会 并讲了话。

北京市财政性资金管理分局是为了适应首都城市

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管好用活财政性资金，

充分发挥财政性资金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经北京

市人民 政府批准成立的。它隶属于北京市财政局，是

财政信用机构。其主要任务是，通过财政信用形式统

筹运用有偿 分配财政性资金，重点支持投资少、效益

高、见效快的项目，为加速首都的经济建设和城市建

设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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