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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资金分配办法  

加快文教卫生事业的发展

湖北省财政厅行财处  ★李世 玉  张安胜★

近几年来，为了促进文教卫生事业的发展，我们

除了根据财力的可能，努力增加对文教卫生事业的投

资外，还根据各类事业的特点，在资金的安排、 分配

和使用等方面，进行了一些改 进，提高了资金的使用

效果。

一、适当集中资金，分期分批地解决重点问题。
为了改善我省医疗机构中医疗设备落后的状况，提高

医疗能力和医疗质量，更 好 地 为 病人服务，我省从

1981年以来，在医疗设备包干830万元专款的基础上，

每年从省级财力中拿出400万元用于 解 决县以上医疗

机构的设备更新和设备购置。在具体分配中，为了改

变资金分配上撒“胡椒面”的弊病，我 们同卫生主管部

门商量，确定每年集中部分医疗设备专款，有计划地分

期分批地解决县医院的医疗设备问题。这是因为，在

基层水平较高的医务工作者大多在县医院，提高 县医

院的医疗能力，既能够较好地解决全县人民看病难的

问题，又能减轻城市医院的压力和病人进城看病的经

济负担。从1982年下半年至1984年底，我们共安排资

金820万元，平均每县20万元，先后解决了41个县医院

的医疗设备问题，预计1985年底可将全省县医院必需

的医疗设备全部装备完毕。经过两年多的实践，这种

做法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我省潜江县医院的院长和

医务人员说：省里一次给我们安排的设备专款比过去

几年累计还多，这种集中分配的办法，使我们医院能

够同时购进一批配套的医疗设备，不仅使医疗条件有

了改善，医疗能力有了提高，而且还使一些水平较高

的医务人员能够安下心来在县医院工作，积极 发挥他

们的聪明才智。

二、改进补助办法，促进文化事业的发展。1980

年，全国实行“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后，经费指标

由过去的条条下达改为由各地自行安排，这样，调整

经费比例关系的担子就落到地方各级财 政 部门身上

了。由于种种原因，我省文化事业的发展还不能满足

人们精神生活和文化生 活 的需要。据统计，1982年

底，我省73个县（市）中，只有两个县有象样一点的

图书馆，29个县（市）有文化馆，房屋也破旧不堪。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我 们决定把“两馆”的建设作为

财政部门支持智力开发，服务两个文明建设的重点项

目之一。考虑到前几年事业费增长较慢，光靠省级财

政拿钱满足不了需要的情况，我们决定采取“对称补

助金”的形式。即下级财政部门在得到省级财政补助

“两馆”建设资金的同时，必须拨出相应的 配套资

金，用于“两馆”的建设。为了做好这项工作，我们

会同省文化厅的同 志对全省70多 个 县（市）的“两

馆”情况进行了一次系统的调查。根据调查的情况和

财力的可能，我们提出，在“两馆”建设中首先安排

图书馆的建设，然后再安排文化馆的建设。并根据补

助县（市）的人口多少、财政状况的好坏、图书馆的

建筑面积，分别制订了省财政的补助比例，不足部分

由县（市）级财政自筹资金解决。

为了保证配套资金的落实，我们还与县（市）级

财政签订了经济效益合同。合同的内容包括 建 设 规

模、完成的时间、省财政补助的金额、县财政应筹集

资金的数量以及各方应负的责任等，从而增 强 了 县

（市）级财政的责任感。他们主动与 县（市）文化部

门的同志研究如何使用好修建图书馆的资金，并自始

至终参与管理.有的县财政还与县文化局签订了资金

使用合同，规定资金只能用于 修建 “两馆”，不得挪

作他用，不许扩大规模、 拖长工期等。由于 县（市）
财政加强了管理，大大提高了资 金的使 用 效 果。从

1983年到1985年 7 月，省级财政共拨给专款841万元，

县（市）自筹604.7万元，中央补 助40万元，全省共

筹集资金1，485.7万元，先 后 安排了73个县（市）图

书馆的建设和43个县（市）文化馆的建设。到目前为

止，全省已建成图书馆32座，新建文化馆20个，其他

的正在建设中，预计到 今年 5 月，可望 实 现 县 县有

“两馆”的任务。
三、广泛集资，实行奖励办法，搞好中小学危房

维修工作。我省中小学的危房问题过 去一直很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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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

国务院决定“七五”期间继续发

行国库券。1986年国库券条例已

经发布，各级 财政部门要紧密结

合当前深入 开展形势教育的有利

时机，加强宣传动员工 作，正 确

贯彻合理分配任务的政 策，努力

完成1986年国库券的 发行任务。

我国 发行国库券不是解决 财

政暂时困难的权宜之计，而是对

国民经济加强宏观控制，筹集能

源、 交通、重点建设资金的重要

手段和长期措施之一。 购买国库

券支援国家建设，也是各部门、

各单位和人民群众应尽的 义务。

随着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入 进

行，地方、企事业单位自主权的

扩大，国民经济的不断 发展，预

算外资金和人民储蓄存款逐年增

加。通过发行国库券，将一部分

预算外资金和人民群众手中的钱

筹集起来集中使用有许多好 处：

可以 将一部分消费基金转化为生

产资金，缓和消费基金增长过快 对消费品 市 场 的 压

力，有利于平衡供求，稳定物价；可 以 调 整资金使用

方向，有利于控制预算外基建规 模的膨胀；可以 缓解

能源、交通、重点建设资金的供需 矛 盾，有利于今后

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有利于保 持财政收 支平衡，为

改革创造良好的经济条件。总而 言之，发 行国库券对

国家、对企事业单位、对人民的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

都是有利的。因此，各部门、各单位和 人 民群众，都

有义务积极地 购买国库券。

1986年国库券条例增加 了一条新的 规 定，单位和

城乡人民购买国库券的任务，均采 取合 理 分配的办

法。各级 财政部门、各单位都要正 确贯彻 这个政策。

特别是对城乡人民群众的分配任务，一要在 做 好思想

教育工作的基础 上进行，切不可简单从 事，不宣 传、

不动员就硬扣工资或款项。二要根据人民群 众 的 收入

多少、家庭负担轻重，合理分配 购买任 务，不能一刀

切，不能按人头平均分配任务；对那些确有 困 难的职

工和农民，就不要分配给 购买任 务。三要 认真听取城

乡群众对分配给他们购买任务的意见 ，妥善 解 决，切

不可强迫命令。

今年是发行国库券的第六个年头 了，要 完成推销

任 务，是会遇到一些困难的。但应 当看到，当 前的形

势对我们完成1986年国库券发行任 务是十分 有利 的。

首先，全国人民通过学习 党中央关于 制定“七 五”计

划的建议，通过正 在全国开展的形势教 育，看清楚了

我国 “六五”期间各方面取得的巨 大成就和经 济 面 貌

的深刻 变化，明确了“七五”期间的奋斗 目 标，爱国

主义精神和为四 化争作贡献的热忱更加高涨。只 要我

们把推销国库券的宣传动员工作做 深、做 透、做到人民

群众的心 坎上，群众是会积极踊跃 地 购买 国 库券的。

其次，随着城乡生产的发展和经济 体制的改革，各单

位和人民群众 购买国库券的能力提高 了。现在全国的

预算外资金有1，400多亿元，城乡人民储蓄存款到1985

年11月底达到了1，579亿元，比上年 末 增加 了 365 亿

元。1986年国家将对1981年国库券还本付 息11.5亿 多

元。这些都是完成今年国库券发行任 务的良好 基础。

此 外，1986年国库券的利率又有所提 高，各 地区、各

部门、各单位已积 累了不少 好 的 推 销工作经 验。因

此，只要我们紧紧依靠各级 领 导，与银行部 门以 及有

关单位密切配合，做好宣传教育工作，1986年 国 库券

发行任 务一定会圆满完成。

1981年底，我省中、小学危房面积已达335万平方米。

要实现中央提出的“校校无危房”的要求，光靠财政部

门增加投资显然不行，还必须充分调动各部门、 各企

业、农村和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共同进行智力投资。
为此，我们加强调查研究，广泛宣传，积极向领导建

议，并参与制订有关集资的政策规定，收 到 显 著效

果。从1982年 9月至1984年底，我 省 共集资4.8亿多

元，其中非财政资金达3.7亿多元。为使资金真正发

挥效益，针对过去按学生人数平均分配资金，各校所

得资金只能添瓦补洞，不能根 本解决危房问题，以及

按危房面积分配资金，经常出现虚报危房面积和挪用

资金等问题，我们从1984年起，在资金分配上，实行

了奖励办法，即谁消灭了危房，工作确实有成效的，

就给予奖励。我们规定，通过检查验收，危房面积下

降到占校舍面积 1 %的，可以得到财政部门的全奖；

危房面积下降到占校舍面积 2— 3 %的，可以由财政

部门给予部分奖，达不到规定 标准的，就不给奖，待

工作有成效后再奖励。这样做，大大加快了我省危房

维修的进程，仅1984年全省中小学危房维修集资就比

1983年增加了77%。到1985年 6月底止，我省中小学

已基本实现了校校无危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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