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务院关于编造1957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指示规定：“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在保证收入总额 不减少，支出总

额不突破的条件下，对于各类收支，除自然灾害救济

和防汛等专款以外， 可以根据国民经济 计划，结合实

际情况，统筹调剂。” 也就是说，国家对地方 分配预

算时，只分发一个总额数字，不再下达 分类分款的详

细数字。地方在保证收入总额不减少，支出总额不突

破的条件下，可以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权衡轻重

缓急，统筹安排，编制 自己的预算。当然，对于收入

来说，固定收入同调剂收入之间不能调整，因为它们

分属两级财政。对于支出来说，自然灾害救济和防汛

等专款也不能随便调剂。

从1951年实行划分收支到1956年实行总额控制办

法，财政体制总的趋势是，逐步加大地方财 政的管理

权限，逐步健全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办法。第一个

五年计划时期，我们国家政治经济生活比较正 常，注

意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全党思想一致，加上处理问

题比较谨慎，各方面 的 生 产 建设事业发展比较快。

从1953年到1956年，全国工业总产值平均 每 年 递 增

19.6% ，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4.8 % 。财政管理体

制方面，在坚持集中统一的前提下，适当下放了一些

管理权限，地方的机动财力有所增加，地方预算的回

旋余地增大了一些，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为了保证

国家重点建设的需要， 在财力的分配和使用上，做到

了相对集中， “一五”时期平均，中央支配的 财力约

占整个国家预算的75% ，地方支配的财力占25% 。事

实证明，这样一种比较集中的财政体制，基本上适应

了当时国家有计划地大规模地进行经济建设的需要，

集中运用资金，建成了156项重大工程。这是 “一五”

时期财政体制的重要经验之一。其次，财政体制的规

定要有宽有严，宽严结合，审势而定。要防止一说下

放就什么都要放下去，一说集中就统统又要收上来的

片面做法，善于把辩证法体现在财政体制 的 规 定 之

中。1954年 “六条方针”做到 了 该 宽 的 宽，该严的

严。第三，体制改革要 配套。财政体制的改革，要同

计划、基建、物资、物价等 方 面 的 体制改革相互衔

接。如果孤军突出，其他方面衔接不好，往往会引起

新的矛盾，收不到预期的效果。

“一五”时期比较集中的财政体制，适应了当时

政治经济形势的需要，收到了好的效果。但由于缺乏

经验，特别是对财政、信贷、物资三大平衡的关系理

解不深，在结余留用问题上，曾经采取了一些限制使

用、部分收回或者安排次年支出的做法，因而出现过

一些问题，集权多了些，分权少了些，强 调集中统一

有余， 注意因地制宜不足。这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地

方的积极性。

上 海 市 财 政 局 认 真 做 好

新 增 干 部 的 培 训 教 育 工 作

隋 宗

去年三月以来， 上海市财政局 陆续 招 收了1，917

名新干部，为了提高这部分新同志的政策业务水平，他

们认真抓教育、培训和考核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领导重视。局的各级党组织都把培训教育新干部

的工作列入议事日程，制定了以老带新的计划，选择

了一批思想好、业务熟的老 同志进行传帮带， 既注重

传授业务知识，又 注意政治思想教育，帮助青年同志

迅速成 长。

培训方法灵活多样。采取全市集中培训与各区、

县单位组织培训相结合， 学习 专业知识与到企业实践

相结合等多种形式。在培训中，奉贤县财政局组织了

珠算比赛和书 法比赛；虹口区财政局开展了 “努力学

习好， 遵守纪律好， 执行政策好，‘五讲四美’好，完

成任务好”的五好竞赛。这些活 动，对培养新干部的

学习兴趣，提高 他 们的政治思想觉悟，都起到了积极

的作用。

奖惩严明。奉贤、上海两个县的财政局，把表现

好的16名新干部评为 “三好”学员；南京区财政局把

一名成绩突出的新干部提前一个月转正。对少数作风

散漫、不遵守纪律的学员、进行批评教育；对个别违

反纪律和品质恶劣的，给以必要的行政处分或辞退。

经过培训，充实到财税第一线的新 干部， 大都表现较

好，有的已能独立工作， 受到老同志的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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