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定要把综合财政信贷计划搞起来

房 维 中

为了搞好国家财力的综合平衡，促进四 化建设，编制指导性的综合财政信贷计划势在必行。
要 将这项工作在全国开展起来，并坚持下去，需要解决两个问题。

关键要解决认识问题。现在看得很清楚，就全国来说，预算外资金相当于财政收入的比例，
“一五”时期仅为10% ，现在达到60% 以上，比重很大。如果只管预算内资金，不管 预 算 外 资

金，等于只管了 三分之二的资金，留 了很大的缺口。就省、市、自治区来说，预算外资金占财政

收入的比重比全国还大，如果省、市、自治区不掌握省里的预算外资金的来源和使用情况，就搞

不好本省的财力平衡和人、财、物的平衡。因此，编制综合财政信贷计划不仅是为中央服务，也

是为地方服务。有的同 志提出：搞综合财政信贷计划也不能统收统支，没有多大用处。这种观点

是不正确的。我们搞这项工作的目的，不是为了把钱都集中到自己手里搞统收统支，而是为了了

解和掌握全面的财力情况，全部资金的来源与去向，以便引导和监督资金的有计 划的 使 用。今

后，除 了国 民经济计划中的主要部分用指令性计划外，绝大部分要用指导性计划，如同“一五”
时期的 间接计划形式一样。要指导，就必须先了解情况。现在要改变一种观念：归我统收统支就

积极搞，否则就不积极搞。这种观念已不适合当前经济体制 改革的新形势。还要打消一种顾虑：

怕你拿走他的，怕“露富”，不愿报数。要明确宣布，搞综合财政信贷计划，掌握预算外资金运

用 情况，并不改变现行分配政策，不改变所有权和使用权。我们是计划经济，所有单位都有义务

向国家报帐，同时接受国家监督和指导。不能愿意报就报，不愿意报就不报，要有法度。解决认

识问题，无非是解决有没有必要 管、愿不愿意管和让不让管这样几个问题。
其次是要建立起制度，使大家有所遵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一定要包括综合财政信贷

计划，年度计划、五年计划和长期计划都要有它。计划指标体系中必须有综合财政 信贷 计 划 指

标，要 制度化。今年要做好以下几件事：第一，要搞一次性普查。现在对预算外资金来源只能做

估计，用到哪不清楚。养路费有多少，大体知道；干什 么 用了不知道。基建计划控制不住，资金

渠道很多，造成材料紧张。五届人大第五次会议上赵紫阳总理敲了警钟，要防止旧病复发。一次

性普查还是计委牵头，由计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统计局 四家联合布置，单靠一个部

门不行。上报时间定在六月底以前。既然兴师动众，就要收到实效。事先要做好准备工作，考虑

周到。第二，要建立经常性的计划统计制度。财政部 已经制订了预算外资金管理办法，还要建立

预算外资金的财务报表，要设计好科目，原始资料才好汇 总。经过普查，预算外资金该 清理的要

清理。必须明确，确定预算外资金范围的权力在国务院，任何地方和部门都无权 任 意 划 定。第

三，一次性普查完成以后，各地可试编或匡算一下1983年的综合财政信贷计划，1984年一定要正

式编制这个计划。1984年的综合财政信贷计划主要是三部分，即国家预算内、预算外和信贷资金

三部分。集体经济资金如果一时搞不清，可缓一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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