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现问题，及时采取措施，以保证国家预算收支任务的

顺利完成，促进国 家各项政治经济活动的正常进行。

（一）检查分析的内容，一是分析党和国家的方

针政策和重大经济措施对预算收支的影响，检查各项

收入、 支出执行中具体贯 彻政策的情况；二是分析国

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计 划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以及市

场变化对预算收支的影响，检查 预算收 支与信贷物资

协调平衡情况；三是分析各项主要预算收支指标完成

情况，检查预 算管理工作质量。

（二）检查分析的方法，对预算执行的检查分析，

是一项复杂、具体、细致的工作，必须在深入实际、

调查研究，汇集资料、掌握信息的基础上进行。主要

是采取分析对比的方法，通常有以下两种：

1 、定期检查分析法，是按 每月、 每季或半年对

预算执行情况进行一次检查分析，以便系统、 全面了

解预算执行情况，总结经验，掌握规律，指导工作，

加强管理。

2 、 专题检查分析，是指对预算执行中反映出来

的重大问 题，组织 力量，深 入实际 进行专门调查研

究，弄清情况，研究措 施，保证预算顺利执行。

在实际工作中，不论采取哪种方法分析检查预算

执行情况，一般都是从这三 方面进行对比分析：一是本

期预算实际实现数与核定预算数 对比，分 析检 查 各

项收支任务完成情况；二是本期实际实现数与上期实

际数比较，分析检查各项预算收支增减变化趋势及原

因；三是本地区、单位与同类地区、单位的同类指标比

较，分析检查本地区、单位与同类地区、单位之间的差

距，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不断提高预算管理水平。
预算执行情况的检查分析，是组织预算执行工作

的重要条件，只有通过及时地、正确地掌握 和反映情

况，才能正确地采取措施，贯彻政策，保证国家预算

任务的圆满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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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 谈 城 镇 住 宅 制 度 的 改 革问 题

王 志 远

城镇住宅问题是人民生活 中的一件大事。如何从

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更快 更好地解决住房难这个人

们非常关心的问题，是需要我们认 真地加以研究的。

建国30多年来， 特别 是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

家在城镇住宅建 设方面 花了大量投资， 加快了住宅建

设速度， 新建了一大批住宅，城镇居民住房严重不足

的状况已逐步得到改变。据统计， “六五”期间，城

镇住宅建设竣工面积平均每年近 一亿平方米。1981年

到1985年上 半年，城 镇 住宅建设投资总计达725亿元

以上，竣工面积达4.7亿平方米。 超过了建国以来前二

十几年住宅建设面积的总和。到1984年 底，全国城镇

居民人均居住面积已达到4.77平方米，住房条件得到

了一定的改善。但是由于我国人口 众多和其他因素，

住房仍然非常紧张，各 种缺房户约占城镇居民总户数

的三分之一左右。虽然造成住房紧 张的原因是多方面

的，我认为，除 了人 口增长 过快，需 求 增加过急过

大 ， 在较长的时期内忽视住宅建设外，主要原因是：

1 、 现 行的住 宅建设投 资和住 房分配体制不合

理。在住宅建设投资上 ，国家机关、 部队、 大的企事

业单位有资金来源，投资较 多，建房 较多；而中小企

事业单位，特别是小工厂、小商店、小学校等住宅建

设资金来源问题还没有 解决，致使住房紧张状况得不

到改善。在住房分配体制上 ，我国 对城镇职工住房一

直采取统包统建和统一分配的办法。这种办法弊端较

多，也延缓了对职工住房的及时合理解决。

2 、房租标准过低。据国家统计局1983年对47个

城市9，060户职 工家 庭的调 查，平均每人每月收入为

46.53元，其中用于烟、酒、茶的支出为2.29元，占全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部收入的4.9% ，而用于支付房租的费用只有0.64元，

仅占全部收入的1.37% ，仅相当于吸烟、喝酒、喝茶

支出的四分之一。由于房租过低，直接造成一些不良

后果。一是不能顺利贯彻执行 “以 租养房”的方针。
目前国家 每年 要拿出一、 二百亿元 资金建设城镇住

宅，而每年收回的房租只有十多亿元。这笔钱连支付

正常的房屋维修和管理费用都不够，根本谈不上回收

投资和用回收的钱进行再建设。房租收入少，使住房

得不到较好的维修和保养，破旧 危房日 益增多。这样

既加重了国家财政的负担，又使本来应该成为国民经

济支柱的建筑业失 去了自我发展的生机与活力，增加

了解决城镇住宅问题的难度。二是促使城镇职工消费

结构不合理。随着四 化建设的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

深入，城镇居民的经 济收入不断增加，由于用在住房

上的支出少，不少人有了钱就想买彩电、 冰箱、收录

机等高档家用电器以 及高档家俱等。这样，一方面是

人们大量的持币待购，而高档耐用消费品供应紧张，

国家得拿出许多外汇 进口商品或扩大生产能力来解决

市场压力。另一方面，国家又缺少建设资金较快地解

决住房问题，出现了高档 家用设施挤满屋，主人住处

不宽绰的怪现象。三 是助长了多要房、 要好房的不正

之风。由于我国 实行低房租政策，国家用低房租对个

人住房进行补贴，谁 分到房子越多，得到的补贴也越

多，而个人在经济上并不承担多少负担。一些人千方

百计多要房，要好房。有的 干部利 用特权占据远远超

过规定标准的住房，或为亲朋好友索要住房，引起人

民群众的不满。北京市 某新建生活小区里竟有年仅三

岁的户主。某大城市1982年进行了一次住宅普查，在

160万户居民中，居住面积为零的（住在阁楼、过道、

厕所里）无房户占8.03% ，而人均居住面积超过十平

方米的占 7.9 % ，苦乐不均的现象十分严重。

综上所述，改革城镇职工住宅建设和分配制度已

成为当务之急，势在必行。但 进行这项改革， 要慎重

从事，分步 解决。

首先，要改变目前按系统按部门分配或筹集建房

资金的做法，建立一个稳定的住宅建设和房产管理机

构，统一管理国家用于建设城镇住宅的资金，并使建

筑单位和住宅经营单位成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

商品经营者，实行严格的经济核算，不断提高投资效

率和经济效益。同时，要加强对房屋的维修和保养，

延长使用寿 命，减轻国家负担。
其次，要提高房租标准，改暗贴为明补，为逐步

实行住宅商品化创造条件。提高 房租收费标准，是一

件涉及广大人民生活的大事。目前，我国城市中约有

六分之 五以 上的 居民居住在国家 分配的 低租金住房

里，职工 家庭收 入的大部 分要用于吃 穿用等必要开

支，如完全按照商品租金出租住房，而不给予一定的

房租补贴，将影响绝大多数职工家庭的生活。因此，

提高房租后，必须相应 地实行房租补贴，改暗补为明

补。房租补贴的标准，应当根据国家规定的职工住房

标准面积和现行房租标准与商品房租金标准的差额研

究确定。职工住房标准面积的确定应以国务院1983年

12月15日发布的《 关于严格控 制城镇 住 宅 标准的规

定》为依据。即：一类住宅 ，平均每套建筑面积42——

45平方米；二类住宅，平均每 套建筑面积45——50平

方米，这两类住宅适用于一般职工；三类住宅，平均

每套建筑面 积60——70平方 米，适用于县、处级干部

及相当于这一级的知识 分子；四类 住宅，平均每套建

筑面积80——90平方米，适 用于 厅、局、地委一级干部

和相当于这一级的知识分子。对职工房租补贴标准的

确定，考虑到全国各个城市房租标准不尽相同（有的

地方还给职工个人一定的房租补贴），职工经济负担

也不一样，因此，只能根据各个城市的实际情况，由

各城市自行研究制定比较合理的房租补贴标准。对超

出规定住房标准的部分，不发给房租补贴，房租全部

由居住者自理。对职工实际住房面 积未达到规定住房

标准的，仍可按照规定的住房标准计发房租补贴，这

样，可使住房拥挤户或 缺房户在经济上得到一定的好

处。实行这种办法有利于合理 分配房屋，限制少数职

工多要住房，促进城镇 职工住宅紧张状况的改善。

第三，积极推 行住宅商品化。逐步实行住宅商品

化是解决我国住房紧张问 题的必由之路。我国实行的

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实行住宅商品化，就是把住宅

当作商品出售或 出租，运用价格、租金等经济手段，

调节住房的建设和分配。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

城镇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在我国实行住宅商品

化已经具备一定条件。目前，在一些城 市进行的住宅

商品化试点工作也取得 初步 成效.我认为国家有关部

门应认真总结这些地区的经验，加快住宅商品化的步

子。要结合工资调整，研究、确定合理的房租和住房

销售价格，特别是住房销售价格要适应我国城镇职工

的实际收入水平和支付能力，使住宅商品化建立在稳

固可靠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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