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持财政收支平衡；巩固、消化、补充、改善

已有的改革成果，并为“七五”期间进一步改

革作一些必要的准备；结合实际，抓住重点，
使提高经济效益的工作有一个突破；加强思想

政治工作和财政队伍建设，改进领导方法和作

风。各地财税部门，可以根据上述任务，围绕

预算收支的执行，完善财税制度改革，搞活大

中型企业和扭亏增盈，控制固定资 产 投 资 规

模，加强行政经费 管 理 和 控制社会集团购买

力，财税队伍的建设等问题，进行调查了解，

反映情况和问题，或者提出改进的意见，供领

导同志参考。当然，强调信息工作要紧密配合

中心，并不是说只局限在这个范围，对其他有

关财政的重大情况和问题，特别是经济生活中

出现的新苗头，也应及时反映。
其次，要保证信息质量。信息反映的内容

务必准确可靠，特别是一些数据和事例，要尽

可能做到精确、翔实。否则，信息不仅起不到

应有的作用，反而会导致决策、措施失误。在

坚持信息内容准确的前提下，要不失时机地把

信息传送出去，做到反映及时，否则本来有价

值的信息，也会因过时而失去意义。回顾过去

的工作，这方面的经验教训是不少的。比如，

1984年下半年出现的乱发服装，乱发奖金、实

物等不正之风，由于没 有 及 时 发现和采取措

施，在经济上造成了较大损失。在这一时期，一

些地方出现发彩券和单位供午餐的问题，由于

发现得早，并相应采取措施，就减少了损失和不

良影响。总之，信息工作贵在观察敏锐，反映及

时，信息的内容要有一定的价值。这对于国民经

济综合部门来说，是十分重要的，直接关系着决

策和重大措施的制定和实施。各级财政部门，
都要着眼于关系财政经济全局的重大问题，特

别是对中央关于财政经济的方针、政策和重大

工作部署的贯彻落实情况，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为此，信息工作必须和扎扎实实的调查研究紧

密结合起来，和全面深入的综合分析紧密结合

起来，搞出有情况，有观点，有建议的材料来。
应该说，各级财政部门和广大干部，对于

开展信息工作并不陌生。多年来，财税部门上

下交流了不少情况，对于制定政策措施，推动

工作，起了重要的作用。在当前经济体制改革

逐步展开，四化建设蓬勃发展的今天，加强信

息工作更显得突出和必要。希望已经加强这项

工作的地区，要继续抓紧，不断提高；还没加

强这项工作的，要把它摆上议事日程，采取措

施，迎头赶上。在新的一年里，只要各级财税

部门充分重视，协同一致，信息工作就会在原

有基础上得到加强，上情下达、下情上达的信

息工作，就会逐步完善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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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新形

势下，信息在我国的经济建

设和人民生活方面发挥着越

来越大的作用。1985年，我

们东城区财政局在市局、区

委、区政府 的 领 导 和帮助

下，建立了财政信息网络，

开展了信息工作。
根据市局“关于建立信

息网络的通知”精神，局党

组和局长办公会议研究确定

由一名副局长主抓，办公室

负责具体工作。我们首先与

市财政局、东城区委、区政

府建立起信息网，配备了信息员。一年来，在

文字信息传递方面，我们共发 出 各 类简报65

期，情况反映、调查报告等17篇；向市财政局提

供信息61条，有14条摘登在市局《财政工作动

态》上；向区委的“东 城 信息”、区 政府的

“东城政务”报送信息41条，采用了10条。
在数字信息传递方面，每月10日前，我们

将市、区财政收支完成情况的报表发到市、区

14个单位和本局的有关科室，便于各级领导掌

握情况，加强预算管理。为了减少繁琐的数字

计算，提高工作效率，我们使用微电脑对有关

报表进行数字分析和存储，保证了更及时、更

准确地向领导和有关部门提供情况。
同时，我们还注意信息反馈。在日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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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我们注意调查了解企、事业单位贯彻执行

新的财政政策制度情况，执行财经纪律的情况

和重点支出项目的社会效益情况等，并将这些

情况反馈给有关领导部门，为他们了解基层情

况，正确地制定政策服务。如1985年下半年，
我们将“会计法”的执行情况、国库券的完成

情况和财政“间歇”资金的使用情况反映给有

关部门，为领导做出切合实际，正确无误的决

策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其次，建立了机关内部的信息网络，各科

室都配备了兼职的信息员。信息员每周至少要

向局办公室抄送一条本科室的重要情况。由办

公室综合、筛选，将有价值的信息向市、区传

递。同时培训信息员的工作能力，提供一些搜

集信息的便利 条 件。如，推荐信息员参加市

局举办的秘书写作培训班，提 高 公文写作水

平，为搞好工作奠定基础；根据市局的下半年

财政信息反映提纲，结合我局的实际情况，拟

定内部信息反映的十五项重点内容，给信息员

提供了较具体的信息反映范围；另外，要求各

科所长要大力支持、帮助信息员做好工作。
在开展财政信息工作中，我们有如下几点

体会：

一、领导重视是做好信息工作的关键。市

局、区委、区政府对做好信息工作非常重视。

市财政局办公室经常和各区县财政部门联系，
加强信息反馈工作。为了增强信息员的工作责

任感和光荣感，还 给 信息 员正式发了聘书。

1985年 8月份召开信息员会议，年终进行信息

工作总结、评选先进单位的活动，对信息工作

的开展也是一个很大的促进。东 城 区 区 委书

记、区长亲自抓信息工作，区委、区政府创办

了“东城信息”、“东城政务”等刊物。我们

区局党组多次研究如何在新形势下抓好财政信

息工作，局长亲自提供信息，科所长亲自做信

息员。由于各级领导重视，保证了信息工作的

开展。
二、推动工作的开展，是搞好信息工作的

目的。我们体会：通过提供信息和反馈信息，
可以沟通情况，交流经验；更重要的是通过分

析信息、利用信息，可以为我们的工作提供依

据，为领导的决策提供参考，使信息转化为速

度、效益和财富。1985年，根据王丙乾部长提

出的利用财政“间歇”资金，广开生财之路的

精神，我们区局将财政“间歇”资金向50个单

位借出2，000多万元作周转金，这些资金的使

用，收到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我们

又及时地将一些典型单位的事例以简报的形式

发到市、区有关部门，后来《北京日报》上报道

了“东城区财政局利用“间歇”资金支持企、事

业单位发展”的消息，在较大范围推广了这一

培养财源的 做 法。在 税 收、财务大检查工作

中，我们重视信息的反馈，随时将企、事业单

位的自查和重点检查情况向市、区大检查办公

室以及有关部门汇报，为领导了解工作进度，
制定相应的财务处理办法提供了依据。

三、建立信息网络是做 好 信息工作的基

础。建立信息网络，局内 各 科 所 都设有信息

员，就使得信息来源范围广，并具有真实性和

及时性的特点。如，在这次税收、财务大检查

中，企事业单位自查的有多少户，违纪金额有

多少？有哪些问题已得到纠正？抽查中发现的

重点问题是什么？对这些情况，如果没有各科

所的信息员提供信息，局领导就很难及时、全

面地了解掌握。因此，我们体会，建立机关内

部的信息网络有利于较快地收集信息、传递信

息，同时还有利于信息的反馈。
四、增强信息员的素质是做好信息工作的

条件。一年来的实践，使我们感到，做好信息工

作对信息员的要求很高。信息员要能捕捉、综

合、发射、反馈信息，就要学习党和国家有关

财政经济方面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具有一定的

政策理论水平和分析综合的能力；信息员不但

要经常阅读有关信息的报道，还要深入实际，
收集信息，并随时发射和反馈可靠的、有价值

的最新信息；信息员不仅要注意与信息网保持

密切的联系，还要广交朋友，并 利 用已 知信

息，主动帮助领导进行决策。总之，只有不断

增强信息员的素质，才能发 挥信息 应有的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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