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1983年国家决算

和1984年国家预算草案的审查报告

（ 1984年 5 月25日第六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次 会议主席团第二次会议通过）

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从 5月12日起，就开始审查财政部提出的1983年国

家决算和1984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有关数字和报告。这次大会期间，我们听取了国务委员兼财政部

长王丙乾关于1983年国家决算和1984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研究了大会代表们提出的意见，再

次审查了1983年国家决算和1984年国家预算草案。现将审查结果报告如下：

国务院提出的1983年国家决算，总收入1，248.99亿元，完成预算的101.4%，比上年增长11.1%
（其中，国内收入完成预算的102.8%，比上年增长11.7%）；总支出1，292.45亿元，完成预算

的102.4% ，比上年增长12.1%。收支相抵，财政赤字43.46亿元，比预算所列的赤字增加13.46亿
元。

财政经济委员会同意国务委员兼财政部长王丙乾对1983年国家决算和赤字有所扩大所作的分

析，赞同各级政府为实现1983年国家预算所做的努力。财政经济委员会认为：1983年继续贯彻执

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国民经济有较快的发展，国家财政收入有较大的增长，
国家财政状况继续朝着好的方向发展，这些事实说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在农村中发展和健

全联 产承包责 任制、集中资 金保证重点建设和国营企业实行利改税第一步改革等决策，是正确

的，已经收到显著的成效，并将在今后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过程中收到更大的成效。
1983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是良好的。当然工作中还存在不少问 题。首先，经 济效益虽然有所提

高，但仍未达到应有的要求。其次，财政赤字扩大，货币投放偏多，部分市场物价特别是蔬菜和

副食品价格上涨较多。而特别应引起注意的是，经济关系还没有完全理顺，价格体系不合理，而

短期内又不具备全面改革的条件，国家财政补贴负担很重，中央财政相当困难。这些问题，需要

在生产发展和提高效益的基础上，通过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其他必要的措施，逐步加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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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提出的1984年国家预算草案，总收入1，338.50亿 元，总 支出1，368.50亿 元，收 支相

抵，支出大于收入30亿元。同1983年国家决算比较，总 收 入增长7.2% （其中，国内财政收入增

长6.3 %），总支出增长5.9%。
财政经济委员会认为：1984年财政收入的增长，同计划规定的工农业生产的增长速度基本上

是适应的。1984年财政支出的安排，遵循量力而行的原则，既加强了重点建设，又注意了兼顾一

般，符合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也是适当的。当然，1984年国家预算的安排也有几点值得注意的

问题：第一，支农资金和各项农业事业费比上年有所减少，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的增长幅度比上

年降低。这是应当注意、解决的两个问题。这几年农业连续获得丰收，生产发展较快，农民收入

增加较多。农村社队自力更生解决生产资金的能力大大增强了。但是，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还是

不平衡的，国家对农业的支援仍然必不可少。建议在预算执行过程中，各地方用一部分机动财力

增加对农业的支援，以保证农业方面必不可少的资金需要，促进农林牧副渔和乡镇企业的全面发

展。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除了利用国外贷款，为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增添先进的教学和实验设

备以外，建议在执行过程中，根据财政收入的增长情况，中央和地方要适当增加文教科学卫生事

业的经费，力争做到与财政支出同步增长；同时要广开办学门路，提倡多种形式办学，改革教育

经费的使用方法，开辟集资办学的新的途径，以促进文教科学卫生事业更好地发展。第二，总预

备费只占预算总支出的 1 % （其中中央预备费只有 5 亿元），比例偏小，象我们这样一个大国，

是不足以应付可能发生的自然灾害和某些意想不到的开支的。从长远考虑，为了把国家预算建立

在更加稳固可靠的基础上，今后国家总预备费应逐步有较多的增加。第三，为了创造条件，充分

发挥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建议采取积极的措施，根据职务和职称，逐步增

加知识分子的工资收入，改善他们的物质待遇，并且认真地关心中年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和健康

状况。建议在今年预算执行过程中和今后的预算安排中，认真对待和切实解决这个问题。
根据以上审查，财政经济委员会建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1983年国家决算和1984年国家预

算，批准国务委员兼财政部长王丙乾代表国务院所作的《关于1983年国家决算和1984年国家预算

草案的报告》。
当前我国 经 济发 展中 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国家面临着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任

务，但资金不足，这个矛盾比较突出。我们决不能因为总的形势很好而掉以轻心。解决这个矛盾

的关键，在于进一步贯彻执行对内搞活和对外开放的方针，加速经济体制的改革，逐步理顺经济

关系。实行利改税的第二步，是正确处理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的重要步骤，同时把适合当前情

况的各项改革措施同步进行，将有利于改变目前普遍存在的吃“大锅饭”的弊端；有利于推行企

业内部各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和加强民主管理；有利于更好地调动企业和广大职工的积极性，提

高经济效益。随着各项改革的逐步推行，对企业的要求大大提高了，企业的责任也更为加重了，

各企业都应当加强全局观念，自觉地认识和履行自己的责 任，努力 改 善经 营管理，推动技术进

步，加强劳动纪律，厉行增产节约，切实克服各种浪费，提高每百元产值的税利率，为国家多做

贡献。各企业和各单位，都要尽力把自己的工作提高到同改革的要求相适应的水平上来。体制改

革和对外开放都应当按照中央的部署，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经济领导机关要主动简政放权，把

小的方面放开放活，把大的方面管住管好。宏观方面要加强指导，具体措施方面要相应跟上，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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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应该卡紧管死，抱着不放，又不允许撒手不管，放任自流。鉴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

村各种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不断完善，专业户和各种形式经济联合体的逐步发展，原来以土

地和种植粮食为主的农业税征收办法，已不能适应当前新的情况了，建议拟订新的农业税法，以

适当平衡和合理调节负担。同时，应当根据农村政企分开和建立乡镇人民政府的新情况，逐步建

立乡镇财政，整顿不合理的摊派，保护农民的合法利益。鉴于这几年预算外资金和信贷资金增长

较快，建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要求各级计划和财政部门，切实把编制综合财政计划的工作做好，加

强预算内资金、预算外资金和信贷资金的综合平衡和资金使用方向的引导工作，使预算外资金使

用到国家迫切需要的方面。要继续遵循量力而行的原则，严格控制基本建设总规模，按照行业规

划搞好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要通过增加生产，促进商品流通，控制贷款的发放和现金管理，加

强货币投放的计划性，以保证市场物价的基本稳定。要加强财政、税收、银行、审计、统计、工

商行政等方面的管理和监督，严肃财经纪律，克服和杜绝由于官僚主义所造成的各种浪费现象。
我们希望，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领导下，各级政府和全国各族人民要共同努力，争取1984年的国

家预算圆满完成，为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迈出新的一步。
以上意见，请予审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次会议关于1983年国家决算

和1984年国家预算的决议

（ 1984年 5 月25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次会议主席团第二次会议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 会议，经过审议并根据财政经济委

员会的审查报告，批准国务院提出的1983年国家决算和1984年国家预算，批 准国务委员

兼财政部部长王丙乾所作的《 关于1983年国家决算和1984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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