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适应新形势  做好综合财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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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20多 年中，我国的

经济理论界和实际工作者虽然曾经 根据当时的经济情

况，开展了综合财政工作的 研 究，提 出 了 财政、信

贷、物资三大平衡的理论，但是，由于受到 “左”的

路线影响，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

会以后，国家对过于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逐步进行了

改革，各种经济关系发生深刻的变化，仅就同综合财

政有关的方面看，大体有八大 变 化： 1 、国家与企业

的分配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1979年以 后，为了扩大

企业自主权，增强企业自我发展和自我改造的能力，

国家财政集中的企业纯收入相对减少，企业的留利迅

速增加。1985年，全国国营企 业 留利 460多 亿元，比

1978年增加了16倍；企业的留利水平从1978年的4.1%
提高到1985年的40% 左右。可以说基本改变了过去财

政统收统支的局面。 2、预算外财力迅速增加。在改

革国家与企业分配关系的同时，为了鼓励部门和单位

增收节支，我们还改革了事业行政单位的财务制度。

这些改革，导致预算外资金迅速增加。据统 计，1985

年达到 1 530亿元，1979年至1985年七 年 中，预算外

资金的平均年增长速度达到20.4 %%% ，大大超过了同期

预算内收入的增长水平。 3、城乡集体企 业财力迅速

增加。在调整所有制关系过程中，国 家通过 各种鼓励

性政策措施，促进城乡集体企 业的 生 产发展。几年

来，城乡集体企业的财力迅速增加，据不 完全统计，

1985年县以上大集体的税后利润大约有 70亿元，乡镇

企业税后利润达到 170 亿元，加上折旧等其 他 方面的

资金，城乡集体企业的财力是相当可观的。4 、城乡

居民的储蓄和投资迅速增加。近几年来，国家在大幅

度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的同时，对工资 制度也进行

了初步改革，增加了职工工资，并对城市人口发放价

格补贴，大量安置劳动就业等等。这些政策措施，使

城乡居民收入大幅度增加。城乡居民 收入中 扣除当年

消费部分后，每年用于建房的支出大约有 200亿元，用

于购置生产资料的大约有 300 亿元。此外，居民的储

蓄存款每年增加约200亿元，并且手持现金还约有几百

亿元。 5、银行信贷资金来源迅速增加。随 着 生产的

发展和流通的扩大，以及国家、企业和劳 动者之间分

配关系的调整变化，银行信贷资金的来 源迅速扩大。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二十多 年间，银行信贷资

金来源平均每年增加几十亿元，近几年 每 年增加几百

亿元， 1985年已经增加到1 000多亿元。 6 、中央和地

方财力分配关系发生变化。1980年，国 务 院决定实行

中央与地方 “分灶吃饭”的财政 体制。这一体制，使

地方的财力和财政管理权限有所扩大。从 财力分配来

看，五十年代地方与中央大体是三七 开，六十 年代大

体是四六开，目前大体是对半开。 7、利 用外资的规

模迅速扩大。实行对外开放方针以 后，我国利用外资

的规模迅速扩大，总的说，我国利用外资工作已经初

步打开了局面。 8、一个多渠道供 应 建设资金的局面

已初步形成。目前，除了国家财政和银行供应建设资

金的主渠道外，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 深 入进行，其他

辅助资金渠道已逐步形成，具体说，预算外 资金已成

为企业维持简单再生产和进行扩大再 生产投资，以及

满足各项事业发展资金需要的重要资金渠道；企业单

位之间通过各种方式形成了资金横向融通的 渠道；城

乡居民通过购买债券、股票等形式 直接向企业投资；

国家、企业单位还可以通过各种形式吸收 国 外资金用

于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必须认识和把握 经 济变化的

趋势，提高财政工作的应变能力，加强 全社会 财力的

综合平衡工作，运用好四个方面的 财力：一是国家预

算内财力。这部分财力现在和今后都应 当重视，并且

要逐步合理调整财政收支结构，使 之充分体现国家宏

观经济政策的要求。二是 预 算 外 财 力。要逐 步建立

“第二预算” ，主要是 通过指导性计划手段与基金式

预算相结合的方式合理运用这一部分 财力。三是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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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资金。要通过财政政策，发行和管理债券，以及

运用其他经济杠杆引导其流量和流向。四是可利用国

外资金。在利用国外资金中，财政部门要参予对外债

的借、用、还三个环节的研究、决策，促进提高利用

外资的经济效益。总之，在新形势下，我 们财政部门

要成为经营管理部门，开拓新的理财领域，以整个社

会财力保证四化建设的资金需要。

（二）

要搞好综合财政，有许多工 作要做。目前要从以

下三个方面入手：

1、建立一个能够反映社会资金运 动全貌的、科

学的核算体系。我国社会财力大 体由六部分组成，即

国家预算内资金，国家预算外资金，银行信贷资金，

城乡集体企业的资金，城乡 居 民 的 财力和 外汇资金

（包括可以利用的国外资金）。这六大块资金运动中

的内在规律以及相互间的联系，是我 们综合 财政工作

要研究的主要问题。因此，首先必须通过建立综合财

政核算体系，尽可能把这六大块资金运 动全面反映出

来。建立反映社会财力的核算体系，目前我们 采取的

方法是，按现行统计指标和会计核算体系，把社会财

力分为上述六大块，扣除各部分资金在收支活动中出

现的重复部分，例如：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奖金

税、建筑税、银行上缴财政的收入、 财政向银行的透

支借款，预算外资金购买的国库券 等 重复因素，得出

社会财力的总量和分布，并计算出社会 财力的构成；

同时，把六大块中各项支出按性质划分为几 大 类，如

基建支出、更新改造支出、增拨流 动资金支出、行政

费支出、各 种 事 业费支出等等，以反映全社会资金

的流向和用途。这种核算方法的优点是数据来源有保

证，计算起来简便易行。另外，我 们 还要借鉴西方的

核算方法，如在国民帐户基础上建立资 金 流量分析表，

利用投入产出表核算社会能力 等等。这些 方法都还不

够成熟，需要我们在实践中研究改 进 和完善， 使之更

系统化、科学化。

2、逐步建立社会财力预 测 系统。建立反映社会

资金运动全貌的核算体系，为我们了解 社 会资金的运

动规律打下了基础。但是，光反映过 去不行，还要研

究未来。这就需要我们运用科学方法建立一个社会财

力预测系统和信息系统，尽可能地 把未 来年度的社会

财力状况预测好，包括：（ 1）生产环节的社 会财力

的形成；（ 2）分配环节的各种收入 的形成 和分布；

（ 3）流通环节的商品货币资金的 运动；（ 4 ）消费

环节的最终产品的消费，等等。这项工 作 难度很大，

需要我们努力探索。

3、建立综合财政计划制度。目 前，中央和一些

省、市已经开始试编综合财政计划。综合财政计划是

一个指导性、参考性的计划，主要是 为各级领导研究

社会财力的综合平衡和进行经济决 策服务的。通过综

合财政计划不但可以看出国民经济计划安排的指标是

否有相应的资金做保证，又可以从财力综合平衡的角

度来检验其他各种计划的安排是否 合理、是否 可行。

所以，这个计划是很有意义的。当然，现 在我们的综

合财政计划工作水平还远远达不到 这种要求，但是，只

要各有关部门共同努力实践，是能够把 这项工作开展

起来的。

（三）

我们对社会财力进行核算、预测和编制综合财政

计划，是要把社会财力运用得更为合理和有效，收到

更大的经济效益，分析研究社会财力 使 用中存在的问

题。要做到这些，需要采取必要的措施进行调节、引

导、管理和监督。目前采用的调 节、引导、管理和监

督手段主要有以下几个：

1 税收调节。运用税收杠杆，调 节社 会财力的分

布和流向。例如，征收所得税、建筑税、奖金税等，

对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的 形 成，起着 重要的 调节作

用。另外，征收能源交通重点建 设基金，对预算内外

资金分布和投资结构起着重大的调节 作用。由于我国

经济发展中能源、交通和基础原材 料是薄 弱环节，这

些项目资金投入量大、建设周期 长、收 效 较 慢，所

以，企业一般不愿向这些部门投资。国 家通过征收能

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一年集中 100 多 亿元的 预算外

资金和集体企业资金用于重点建设，提高 了能源、交

通的投资比重， 增加了经济发展的 后劲。

2 、国家信用调节。目前国家信用 主要是发行国

库券。今后，我们应当根据我国国 情和 商品经济发展

的要求，充分利用国内资金市场筹集建设资 金， 发挥

国家信用的调节作用。另外，作为 探 讨，我认为， 今

后随着彻底的分级管理财政体 制的建立，地方做为一

级财政，也可以发行地方 政 府债 券， 可 以 在 省内发

行，也可以跨省市发行。

3 、信息引导。各级财政部门要加强信 息工作，

建立信息交流和反馈制度。通过对经济和市场形势的

分析和预测，以 及对国家宏观财经政策的 宣传，把各

种信息，通过各种方式，直接或间接地传达 给企业单

位，为他们做出正确的微观决策提供依据，这也是引

导社会资金流向的一种重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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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管理监督。除了采取各种经济手段对社会财

力进行调节和引导外，还需要通过 立法 和必要的行政

手段进行管理和监督。目前的重点是贯彻国 务院的有

关文件规定，加强预算外资金的管理。对企业的预算

外资金采取 “计划管理，政 策引导”的方式，对事业

行政单位的预算外资金要管得严格一些，实行由财政

专户储存的管理方式。在执行中不少地区反映，在这

方面已经收到了一定成效。另外，对社会 财力的调节

手段还包括：信贷手段、利率手段、价 格手段等。

对于社会财力如何进行有效调节问题，我们还处

于摸索过程中。在使用单个调节手段方面，还是取得

了一些进展的。但是，在把各种调节手段配起套来综

合运用方面还有很大差距。例如，提高贷款利息后，

应该促使企业有加快资金周转的压力和动力。但是，

由于我们采取税前还贷办法，以及过多地由财政贴息

的措施，相当一部分的利息是由国家 财政负担了。因

此，相当一部分压力和动力被抵消掉了。由于办法不

配套，使经济杠杆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最后，还需要说明一个问题，综合财政的核心是

我们常说的 “四平”，即实现财政、信贷、物资和外汇

的综合平衡。我们的综合财政工作需要围绕这个核心

来开展工作。因此，需要各级计委、财政、银行、统

计等有关部门密切配合，特别是要由计委牵头，这项

工作才能顺利地开展起来。

扶贫致富

从实际出发  因地制宜地

安排使用发展资金

宁夏回 族 自治区财政厅

宁夏回族自治区是支援不发达地区 发展资金的重

点扶持对象之一。1980年至1986年国家共分配给我区

发展资金1.3亿元，如何管好用 好这笔资 金，是我们

一直在摸索和研究的问题。几年来，我们根据发展资

金管理使用的有关规定，结合我区 自然、经济等实际

情况，将发展资金与其他各项 支 农专项 资 金结合起

来，主要抓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抓水利工程建设，改善农业生产 条件。

宁夏南部山区八个县（包括西海固 地区六个县、

银南地区二个县）是我国回族主要聚 居区之一。这个

地区一直干旱少雨，风多 沙大，土 地 贫 瘠，灾害频

繁，植被破坏严重，水资源 很少，地面水质差，地下

水矿化度高（一般在 5 —10克/升），大部分地区的年

降雨量在200—300毫米左右。由于 生产条件差，粮食

产量低而不稳，群众生活极度困 难，不少地方人畜饮

水成为群众生存的首要问题。干旱年景，群众只能靠

汽车、拖拉机或牲畜往 返 几 十 里、甚至百里之外拉

水、驮水吃。针对这一实际情况，我 们每年将水利工

程建设列为发展资金的重点扶持项目，七 年共计安排

3 794万元，主要 扶持了 两个项目的建设。

第一，扶持固海扬水工程建设。固海扬水工程，

是解决西海固部分地区人畜饮水和改善生产条件的一

项大型骨干工程，也是为改变西海固地区贫困面貌所

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该工程1978年动工，1986年完

成。工程全长150公里，装机70 900瓩，经13级扬水泵

站，将黄河水扬程342米，设计灌溉土地40多万亩，总

投资1.73亿元，其中发展资金占11.6% ，工程完成后，

解决了15.3万人、26.2万只羊、2.8万 头 大 牲畜的饮

水问题，目前已灌溉农田23.7万亩。同心县河西乡，

是固海扬水工程灌溉范围之内的一个 乡。近年来，群

众不仅吃上了黄河水，而且全乡的6.5万亩 农 田 变成

了水浇地。粮食总 产由1980年的 241 万斤增加到1985

年的1 300万斤，增长4.4倍，全乡人均粮食 625斤。人

均收入由1980年的40元增长到1985年的263元，增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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