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完成财政税收任务，取得优异成绩的；（三）

坚持改革，勇于开拓，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按

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充分发挥财政的职能作

用或税收的杠杆作用，取得显著成效的；（四）

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努力提高财政税务

职工思想素质和业务素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遵纪守法，坚决抵制不正之风，坚持同违

反财经纪律和经济犯罪等违法乱纪行为进行斗

争，取得突出成效的。
《通知》 中要求，评选的重点是在财税战

线第一线和财税改革中做出优异成绩的职工，

包括中央企业财政驻厂员、乡财税合同人员和

农业税助征员；劳动模范和先进集体必须是事

迹突出、成绩显著、群众拥护的；评选采取领

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充分发扬民主，坚持

走群众路线，由群众评选，经领导同意，报上

级批准；先进事迹材料一定要实事求是，真实

准确，朴实简练，重点突出；坚持自下而上地

评选，逐级上报审批。
《通知》 最后指出，这样的会议，今后每

三、五年还要召开一次。各级财税部门一定要

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精心组织，认真评选，

积极做好会议的各项准备工作，并结合会议的

召开，发动财税职工开展“学模范、争先进、

比贡献”活动，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进一步

提高全国财税职工的思想素质和业务素质，为

更好地完成财政税收任务，加速我国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而努力奋斗！

预算管理
坚持 改 革  探索理财 新路

李兆 力河北省保定地 区财政局

保定地区辖21个 县、市，其 中 有 7 个 贫困 山 区

县，财政连年赤字，经济十分薄弱。1983年以 来，由

于地委、行署对财政工作非常重视，财政部门坚持改

革，积极开拓财源，全区财政收入逐 年增长，五年翻

一番。1985年消除了财政赤字，出现了财政经济发展

良性循环的好局面。总结这几年的工作，主要 有以下

几点：

一、端正理财思想，理顺经济关系

随着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 和 经 济 体制改革的推

进，各级党政领导对财政工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认识越来越深刻，做到既当家又理财。三年多 来，地

委、行署对财政工作提出了解放思想，开拓前进，勇

于改革. 大胆探索的要求，并坚持每月研究一次 财政

工作，每季召开一次财政经济状况分析座谈会，对改

变财政工作面貌起了很大作用。各县县委、县政 府也

是如此，将财经工作放在首位。各级党政 领导对财政

的重视，推动了财政部门的工作。1983年，我 们 将财

政工作的重点放在调查研究，摸底算帐，找出影响财

政经济发展的因素，破除多年来形成的束缚 经济发展

的条条框框， 为进一步改革打下了基 础。从1984年开

始，我们在端正理财思想上进行了三个方面的改 革：

一是改善财政与国民经济各部门和企、事 业单位之间

的关系，即改变了过去的统收统支关系。为了调动企

业的生产积极性，本着国家多收，企业搞活 的精神，

对国营预算内企业的利润分配、奖金提取实行了 八条

改革措施，扩大了企业自主权，增强了企 业自我发展

的能力，效果很好。同上年相比，1984年国营预 算内

企业工业总产值增长29.7% ，实现利润增长82.4%
上交财政收入增长 4 倍。同时，对各县财政实行 了超

收留用的办法，调动了各县增收、超收的积 极性，增

强了各县的机动财力. 有力地支持了工农业生产的发

展。二是增强经济观念，重视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

益。采取的措施主要有，对支持各县发展商品 生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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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企业挖潜改造的资金，变无偿投资为有偿周转使

用，定期收回；对使用周期较长的专款，实行了预拨

的办法；财政资金可以统筹安排使用等。三是建立乡

镇财政，加强农村财政收支管理。1984年我区普遍建

立了乡镇财政所，为组织乡镇财政收入，发展乡镇企

业和农村文教卫生事业发挥了巨大作用。理财思想的

转变，使我区逐步奠定了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以

建设经营管理型财政为目的，发展生产，开辟财源，

增加收入的财政模式。

二、坚持财政改革，探索理财新路

近几年来，我区财政工作主要从三个方面 进行了

探索。
第一，改 革财政管理体制，由单一型向 多 样型转

变。对上解县，分别情况实行灵活多样的管理体制。
1985年，我们首先在涿县 实 行了 “收 入 上 解分档分

成”的办法，即收入增长10% 以内按正常上解比例上

解40% ，增长10—20% 按全部超收额三七分成，增长

20% 以上二八分成，县拿大头，鼓励多超；在新城县

试行了 “收入上解递增包干”的办法，确定1985年上

解基数为600万元，每年递增10% ，一包三年。试行的

结果，大大调动了这两个县增收的积极性。从 1986年开

始，我们又对定州市和徐水、高阳等六个县分别实行

了 “上解递增包干”、“总额分成加收入增长 分档分

成”、“定额包干上交增长分成”、“收 入 全留，增

长分档分成” 等灵活多样的财政管理体制。这样做，

从一两年看，地区财政可能少收一些，但却培植了财

源，积蓄了财力后劲，实质上是一条活下益上的理财

新路。对补贴县，由输血 转 为 提 高造血 机能。1985

年，地区财政为了帮助补贴县尽快摘掉补贴帽子，提

高造血机能，把补贴有计划地提前半年或一年发放，

用于各县发展投资少、见效 快 的 项目，有的年初投

资，年底就拿回了加倍的收入，既不影响支出需要，

又发展了生产，培植了财源。对补贴县的其他专款，

如扶贫救灾款等，也主要用于开发当地资源的 生产项

目，提高资金增殖的能力。
第二，科学使用资金，发展商品生产，努力 开拓

财源。要使财源宽广，关键是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

注重财力的创造、增殖。针 对 我 区 生产发 展急需资

金，而银行信贷紧缩的情况，我们科学地使用财政资

金，努力在少花钱，早见效，多收回上下功夫。1984

年地县财政动员了1，800万元资金，上了99个周期短、

效益高的工业项目，其中有三分之一的项目 当年收回

投资，到1985年底全部项目都见到了效益，而 且大部

分成为当地工业的骨干。1985年地县财政 又拿出1，294

万元支持了101个工商企业项目，其中42个当年投产见

效，新增税利478万元。有了比较稳固的财源，财政就

能将更多的资金用于智力投资、能源、交通 等重点建

设。如1985年地区财政拿出500多万元，解决了七 个山

区县通路、通水、通电的问题，为这些落后地区的经

济起飞创造了条件。同时.我们还注意利用财政 资金

的“间歇”，将死钱变活 钱，使 小 钱 生大钱。前 几

年，我区财政一方面入不敷出，需要吃补贴，另一方

面预算支出结余的钱和当年超收的钱闲 置不用，暂时

花不出去的专款也不敢临时调剂使用，人为地造成了

资金的呆滞。为了把这些资金充分利用起 来，我 们采

取了两条办法。一是年度预 算 早 安 排，加快拨款进

度。预算盘子一、二月份就定下来，使项目早落实，

并且批准一项，拨款一项，不等批凑堆：二是 对预算

内一时花不出去的钱，财政部门可以利用时间差、空

间差灵活调剂，加速资金周转。通过这些调剂办 法，

每年都能筹集二、三千万元资金投入使用。

第三，发挥财政的综合作用，为经济发展服务。

财政是经济的综合反映，它与国民经济的各个方 面都

有紧密联系，这既决定了财政必须为经济服务，也决

定了财政能够在资金以及信息等方面为经 济服务。近

几年来，我们主要强调了两个方面：一是当好领导的

参谋，提供决策依据。在新形势下，财政部门只 当政

府的出纳是不够的，必须成为政府的参谋 部。从1984

年起，我区财政部门在记好帐、报好 表的情况下，挤

出许多时间深入实际，调查研究，通过对大量典型材

料的分析，把握经济发展的新特点和大趋势，研究资

金运动规律，提出发展经济，开辟财源的建议，为领

导正确决策提供依据。近两年来，财政部门提出的各

种合理化建议就有一百多条，有些建议被采用后效果

很好。二是强调财政的服务作用，密切财政 与企业的

关系。过去，财政对企业进行催收、监支搞得呆板，

把财政与企业的关系搞得很僵。在目前搞活企 业、搞

活经济的形势下，财政必须为企业服务，包 括提供政

策服务、资金服务、信息服务、经营管理服务 等。从

1984年起，我区财政部门开始坚持对企业进 行 “三参

与”，即参与经营、参与决策、参与管理，帮助企业

解决难题，提高效益。1985年，我们又在乡镇 财政所

开展了 “三个一”的活动，即每个财政所一年支持发

展一个乡镇企业；每个财政所一年增加财政收入 一万

元；每个财政干部帮助乡镇 企 业 解 决一个产供销难

题，既促进了乡村经济的发展，也增加了财政 收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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