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况也逐步好转。收 入由下降转为回升，赤字逐

渐缩小，特别是最近两年在收 入和支出都有较

大增长的基础上，做到了收 支基本平衡。国家

财政是国民经济的综合反映，同时又从宏观上

对国民经济起着一定的促 进和制约作用。这 几

年，国家财政 基本上是平衡的，每年赤字数额

不 多，但毕竟要对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带来一

些不利的影响。今年消除财政赤字、实现收 支

平衡，就可以 化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促 进国

民经济的稳定 发展，加速四 化建设。
消除财政赤字，实现收 支平衡，是保证经

济体制改革顺畅进行、巩固和发展大好形势的

需要。当前，我们国家的经济形势很好，但是

国民经济发展中总有一些需要不断解决的新问

题。去年下半年以 来，经济中比 较突出的问题

是基本建设投资规模过 大，消费基金增长偏 多。

信贷和货币投 放较多。为解决这些问题，党和

国家 采取了相应措施，取得 了显著成效。消除

财政赤字、做到收 支平衡，有利于减 少货币投

放，避 免引起物价的较 大波动，同时，对基本

建设投资和消费 基金支出能起到控制作用。这

无疑是从宏观上 采取的 又一项重要措施。
消除今年的财政赤字，要做很 多工作，但

关键是要控制财政支出。今年以 来，国家财政

情况良好，头 七个 月收 入和支出都有较 大幅度

的增 长。但实现今年的收 支平衡，消除赤字，
任 务仍很艰巨。根据往年的一般规律，财政收

入的 大头在上半年，而 支出的大头在下半年。

今年 又有一些特殊因素，就是实行工资、物价

改革而带来财政上的减收增支，都集中反映在

后 几个月。这就增加了实现收 支平衡的难度。
所以，我们不能因 为目前财政 形势好，盲目乐

观，工作松劲；更不能认 为上半年收 入增加 的

多，下半年就可以 放手花钱了。经 验 告 诉 我

们，财政出问题，往往 出在支出失控上。为了

做到收 支平衡，从现 在起，必 须 大力节约和严

格控制财政支出。对动用上年节余，要加以 控

制，动用过多的，要通过增加 收 入或削减支出

抵补一部分。地 方对财政当年超收 部分，今年

不要用 来安排支出。对基本建设、行政 经费和

社会集团购买 力等支出，一定要按要求进行压

缩。除了对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支出和工

资改革支出要保证按 预算执行外，对其他 各项

支出，能节省的就 节省，该压缩的一定要压缩。
并且，各级 领 导部门要下决心 停止追加新的 支

出和开增支的口 子。总之，我们今年不能把 支

出基数铺得过 大，否 则，不 仅影响今年财政收

支平衡，而且也不利于明年乃至“七五”的 财

政收 支安排。
做到财政收 支平衡，财政部门负有重要责

任，但需要各个部门密切配合，大 力支持。消除

财政赤字，是关系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的

大事，人们盼望很久了。财政 部门要在各级 党政

领导下，把消除赤字作为下半年的中心 任 务，
会同有关部门 全力以 赴地抓好增收 节支工 作，
为消除财政赤字、实现收 支平衡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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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上交税收为主，预算外的收支迅速增加。在

这种情况下，如何明确各级预算活动的范围、

权利与责任，如何在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上

体现国家得大头、企业得中头、个人得小头的

原则，以及对经过初次分配转入国营企业和个

人的收入如何通过税收形式再集中一部分，等

等，都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探讨。
计划体制改革后，指令性计划逐步缩小，

指导性计划逐步扩大，要逐步学会主要用经济

办法管理经济。随着商品市场、金融市场、技

术市场和劳务市场的逐步扩大，需要自觉地运

用价值规律，加强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宏观控制

与调节。财政、税收是实行宏观控制与调节的

重要手段。这种控制与调节是全局性的、总体

性的，但其方法不再是过去那种统收统支的办

法，而要综合运用经济杠杆，加强立法，加强

财政监督，来实现有效的调节和控制，从而保

证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促进国民经济

有计划按比例地协调发展。这就要求财政工作

者经常研究生产情况、市场情况和社会财力的

变化与流向，并探索财政上如何 运 用 经 济手

段、法律 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解决微观上

放活、宏观上管严管紧的问题。
随着对外开放方针的贯彻执行，我国经济

正山“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变。我国同国

际经济技术联系将越来越密切。在国内的地区

之间、部门之间也发展了多种形式的横向经济

联系。适应这种变化，财政上在坚持自力更生

的原则下，如何有效地利用外资，如何搞好经

济特区、经济开发区的财政，解决基础设施建

设的资金需要，对各种中外合资企业和外国独

资企业给予必要的优惠和健全税收立法等，都

需要不断地研究探索，求得各个时期的最佳方

案。
会议代表认为，财政工作面临的新课题很

多，改革的任务繁重。为适应改革、开放、搞

活的形势发展的要求，必须放开眼界，打开思

路，锐意革新，不 断前进，才 能 完 成 新 形

势下的新任务，才能开 拓 财 政 工 作的 新 局

面。

消除今年财政赤字

是一项重要宏观决策

本刊评论员

国 务院根据 当前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并

考虑到现 实可能，确定要在今年 消 除 财 政赤

字、实现 财政平衡。这 是 从 国 家 全局利益出

发，为保证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

顺畅进行，而 采取的一项重要宏观决 策。
消除财政赤字，实现收 支平衡，是国家财

政经济状 况根本好转的标志之一，同时又可以

为后十年我国的经济振兴 创造 有利条件。大家

知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后，党和国家 为

解决历 史欠帐问题和理顺经济关系，采取了一

系列重大措施，国家财政为此 付出了很大代价，
曾连续六年程度不同地出现过财政赤字。近几

年 来，党和国家对国民经济实 行 了 调 整、改

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并实行 了 对内搞活经

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政策，取得 了 巨 大 的成

效。城乡经济体制改革深入进行，各项建设事

业迅速发展，国民经济出现 了持续、稳定和协

调发展的新局面。在这种形势下，国家财政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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