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86年 1 至 5 月比上年同期增收107万元。二 是 以法

治税，加强对个体户的征管工作。北郊区税务分局在

区政府和有关部门的支持下，选定宜兴埠经营针织百

货的40户个体重点户为检 查 对 象，由税务局、检察

院、工商局共同组成检查组。通过检查，40户都有问

题，查补税款16.7万元，平均每户4 000多 元。检 查

后，区政府在宜兴埠召开个体户偷税漏税问题处理大

会，当场逮捕一名，依照规定处罚 7户，共罚 款 3万

多元。三是大力巩固和发展各 种 形式的群众性的协

税、护税组织，加强对“代扣”税款的管理。四是捕

捉信息，主动寻找税源。和平区税务分局在个人收入

所得税征管工作中，逐步探索出个人工资及劳务报酬

收入较多的，主要是科技人员、作家、文艺工作者。

依照这个途径，逐步掌握了全区科学技术咨询服务机

构网络、文化系统、出版系统、大专院校等与个人收

入有关的情况。去年对90多个单 位 的148人征了个人

所得税22.7万元。经过上述工作，去年全市零散税源

共征收6 872万元，比1985年增长 33.27%。
（本刊通讯 员）

从全局利益出 发  

加强社会保障基金的 管理

本刊特约评论 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在对内搞活、对

外开放的方针指引下，我国正在深入进行经 济

体制改革。社会保障问题的改革是经济体制改

革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是因 为，随着经 济体制

的改革，国家对国民经济的管理 逐步由直接控

制转化 为间接调控，企业作为相对独立的商品

生产者和经营者，将要在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发

展。竞争不仅要求大体一致的外部环境，而且必

然会出现 优胜劣汰，破产倒闭和职工待业的问

题。对于宣告破产 企业的职工 和濒 临破产的企

业在法定整顿期间被精减的职 工、以 及终止、

解除劳动合同的工人来说，若无相应的待业救

济措施，职工生活得不到应有的保障，企业的

优胜劣 汰实际上也是难以 实现的。再说，社会

保障问题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有着极 为 密

切的关 系。目前，我国人口 老龄化的趋势已露端

倪，2000年以 后这一过程将进一步加速。如 何

有计划地筹措退休养老基金，使国民收 入得到

合理的分配，既保证劳动者老有所养，又保持

必 要的经 济增长速度，不仅是劳动部门 面临的

重要任 务，也是摆在财政工 作者面前的一项重

要任 务。我们必 须根据改革中出现的新情况，

从改革与发展的全局利益出发，加强社会保障

基金的管理 工 作。具体来说，当前要加强国营

企业职工待业保险基金和退休养老基金（以 下

简称 “两 项 基金”）的财 务管理 和预算管理。为

此，1987年财政部将“两 项基金”纳 入国家预

算管理，并对有关财 务问题作了规 定。
大家知道，社会保障是国家通过政府向社

会成员提供的基本生活保证，是国家行使社会

职能的具体体现。因 此，用 于 社 会保障的基

金，应 当是政府收 支的重要组成部分。财政部

门在合理 分配社会保障基金方 面，有着义不容

辞的责任。在财政预算体系中，包括社会保障

收 支是目前国际上通常的作法。从我国的情况

来看，将“两 项基金”纳入国家预算管理，有助

于实现“七五”计划关于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

的社会保障制度雏型的客观要求，也是推动经

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有力措施。这是一件关 系

到亿 万人民生活 利益的大事，各级财政部门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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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予以 充分重视。
财政部门之所以 要加强对“两 项基金”的

预算管理和财务管理，也是适应加强宏观控制

的客观要求。国营企业职工 待业保险基金和退

休养老基金是通过国民收 入的分配与再分配而

形成的，是分别从成本和税前利润中列支的社

会消费基金。近几年，每年发生的金额已上百亿

元。对“两项基金”的筹措，既 影响企业的成

本和利润，也影响上 交财政收 入，关系到国民

收 入 中积累与消费的比例，涉及到国家与企业

的分配关 系。因此，如何筹集好、管好、用好

“两项基金”，是关 系到宏观经济管理和协调经

济运行的重大问题。再说“两项基金”的提取

和使用，政策性很强，对财政收 支的影响也很

大，当基金在有结 余的情况下，如果不加强宏

观管理，一旦人口 老龄化加剧，退休养老支出

迅速增加，将会给财政经济带来过量的负担，
严重阻碍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对此，各级财

政部门都要有清醒的认识。因此，必须瞻前顾

后，把“两项基金”（以 及今后可能出现的各

种社会保障基金）的管理 当作搞好 宏观控制的

一件大事，认认真真地抓起 来。
（一）要在思想上充分认识这项工作的重

要性。这里还要强调，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

险制度能否建立起来，同搞好“两项基金”的

管理 有着密切的联 系。因为，缺乏完善的“两

项基金”管理制度，社会保险制度便失去 了物

质基础。财政部门要在各级 政府的领导下，配

合计划、经委、劳 动 人 事、银 行、工 会等部

门，研究有关社会保险的方针、政策，制定具

体实施 办法；认真核 定“两 项 基 金”提取比

例；研 究和制定措施，贯 彻 执 行 对“两 项 基

金”的财务管理和预算管理的规定；认真审批

预、决算，检 查预、决算执行情况；加强对“两

项基金”财政计息专户的管理，保 证 专 款 专

用；加强对管理 费的管理，同时，积极帮助 主

管部门组织收 入，并同审计、银行、工 会等部

门 密切配合，监督基金的使用，确保“两 项基

金”的合理收 支。做好这些工作需要克服不 少

困难，必须从加强 宏观控制，搞好国民收 入 分

配的全局出发，以 高度的负责、于 勇进 取精

神，积极争取各级政府的支持，把工作开展起

来。
（二）要加强领导，把这件工 作切实摆到

财政工 作的议事日程上来。不仅思想上重视，
而且要在组织上落实。对“两项基金”预 、 决

算管理 工 作，各级财政部门在组织上落实，要

配备专门管理人员，并明确职责。财政部门还

要积极与有关部门 配合，加强 协 作，共 同 把

“两 项基金”的管理工 作搞好。
（三）各级财政部门要根据国务院和财政

部有关文件的规定，结 合实际情况，制订加强

财 务、预算管理 的有效措施，把 “两 项基金”

的财 务、预算管理 办法和规 定，尽 快 落 实下

去，严格按规定编报、审批 预、决 算，争取在明年

向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报告预 决算时，要有“两

项基金”收 入支出和结 余（储备金）的内容。
（四 ）要加强调查研 究，认真总结经验。

由于“两 项基金”的财 务管理和预算管理是一

件新的工 作，许多问题要经过 实践 才能够进一

步完善，因此，要认真调查研 究，不断摸 索经

验，逐步完善各项管理措施。

财政部综合计划司于1987年 5 月在广西南宁市召

开“全国国营企业职工待业保险基金和退休养老基金

财务管理和预算管理”工作会议。图为财政部顾问 谢

明同志（中）在会上讲话。

梁永庆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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