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切实做好国库券的发行工作

本 刊 评 论 员

国务院确定发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库券，对于进一步调整和稳定国民经济，适当集中各方面

的财力，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逐步改善人民生活，具有重大意义。各级财政部门必须在各

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充分依靠各部门、各单位和广大干部群众，共同努力，认真贯彻执行条

例中的各项规定，保证完成1981年国库券的发行任务。
当前，完成国库券发行任务的有利条件很多：一是经过最近对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的学习和贯

彻，大家对于我国政治经济形势的全局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对于进一步调整和稳定国民经济的

重大意义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一定能够正确理解国家发行国库券的必要性。二是广大干部和群

众经过长期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锻炼，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

有极大的热情。为四化筹集资金，一定会得到他们的大力支持。三是我国经济管理体制进行初步

改革以后，企业和地方的财力有了较大的增加。发行国库券只是吸收它们的机动财力的一小部分，
各单位是有认购能力的。四是我国曾经发行过经济建设公债，每次都按期还本付息，做到了利国

利民，实际上成为一种长期储蓄，在人民群众中具有极高的信誉。近几年来，在人大和政协会议

上不少代表提议政府考虑发行公债，筹集四化建设资金，不少人民来信也提出类似要求。由于有

以上这些条件，这次发行国库券，必将获得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以及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热烈

拥护和踊跃认购。
当然，发行国库券在我国还是第一次。我们也要充分估计到工作中可能遇到的一些问题。例

如，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以及个人在购买国库券的时候，如何正确处理局部利益 和整体 利

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之间矛盾问题等等。因此，各级财政部门必须高度重视，集中精力，切

切实实地把发行国库券工作做好。
首先，要把宣传教育工作做好。发行国库券既是一项重要的经济工作，又是一项重要的政治

工作和群众工作。应当坚持思想领先，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动员工作。一般应请党政领导同志出

面，讲清当前的大好形势以及国民经济中潜在的危险，讲清进一步调整国民经济和发行国库券的

重要意义。同时利用报刊、广播以及其他各种生动活泼的形式进行宣传。各地要及时掌握情况，

注意发现好的典型，随时表扬好的单位和个人。要使发行国库券的过程，成为一次进行热爱社会

主义国家、加强全局观点、发扬艰苦奋斗、勤俭建国优良传统的思想教育过程。
第二，要做好各单位经济情况的调查研究工作。这次发行国库券的主要对象是企业、企业主

管部门和地方各级政府等单位，并且采取分配发行的办法。各级财政部门必须结合本 身 业 务 工

作，摸清各有关单位的经济情况和可支配的财力状况，做到心中有数，力求分配发行的数额符合

实际，既保证完成任务，又有利于生产建设事业的发展。国库券条例规定：“个人也可以 自 愿 认

购”，这就是说对个人不分配认购任务，完全由个人根据自己的经济状况自愿认购。各地在发行

工作中，对于个人认购国库券，要切实贯彻自愿的原则，绝对不能搞强迫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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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违反政策的做法。
第三，按期组织好交款工作。按照规定，今年认购国库券的交款工作于六月底以前完成。从

认购到交款，时间比较集中。在单位和个人认购的时候，必须要落实交款的时间，有能力一次交

款的，最好一次交清；不能一次交清的，要定出交款计划，分次交清。同时，各地一定要做好收

款的组织工作。做到手续简化，交款便利，节省时间，按期完成。
第四，要密切同各有关部门的协作。国库券的发行，涉及面广，业务量大，工作任务繁重。

单纯靠财政部门自己的力量是很不够的。我们必须紧紧依靠各级党政领导，与有关部门 密切 协

作，完成党和国家交给我们的任务。特别是国库券的印制、收款以及将来的还本付息等大 量工

作，都要依靠人民银行的各级机构办理，财政、银行两个部门尤其要互相支持，密切合作，共同

做好工作。
第五，及时反映情况和认真总结经验。各级财政部门要及时掌握国库券的发行情况和交款进

度，按期向党政领导和上级业务部门汇报，以便领导上及时了解情况，指导工作，解决工作中出

现的问题。发行工作基本结束以后，各级财政部门都要认真做出发行国库券工作 总结，肯 定 成

绩，找出缺点，提出改进的意见，以利今后工作。

第二，正确处理集中和分散的关系。我们

历来解决困难是讲集中统一，建国初 期是这

样，六十年代初期调整也是这样。搞好这次调

整，克服当前的困难，也必须加强集中统一。
对中央决定的调整的方针、政策和重大措施要

集中统一，不能三心二意，不能阳奉阴违，不

能顶着不办。财政税收制度和重大的财政措施

要集中统一。财力的分配和使用也要采取集中

统一的原则。具体地讲：国家预算，税收法令

的制定、颁布和实施，税种的开征和停征，税

目的增减和税率的调整，企业成本 开 支的 范

围，专项基金的提取比例以及重要的开支标准

等，都必须由中央统一制定，全国统一执行。
前一段，在税收管理中有的地方出现了超越权

限，擅自决定停征某些税种、税目，改变统一

税率的做法，这是不好的。今后任何地方、部

门和企业都必须严格遵守国家的规定，不能以

任何形式截留应该上交的税收和利润，不能超

越国家规定的权限减免税收。
应当指出，我们现在讲集中统一，指的是

在宏观经济方面，在扭转国民经济被动状况的

重大调整措施上要集中统一，要服从中央统一

指挥，而并不是什么都要集中，把什么都搞得

死死的，回到过去的老路上去。这次调整要吸

取六十年代初期调整的成功经验，同时要有新

的特点。这就是在加强宏观经济计划指导和行

政干预的同时，继续发挥企业和基层单位的积

极性和主动性，把该搞活的事情搞活。
第三，正确处理调整与改革的关系。前一

段我们在改革财政财务管理体制方面做了大量

的工作，取得了积极的成效。财政制度的改革

今后还要积极稳妥地进行下去。当前要把调整

与改革妥善地结合起来，避免和防止把两者对

立起来。从根本上讲，调整与改革都是为了使

国民经济能够持续健康地发展，总的目标是一

致的，他们之间是可以相互促进的。当然，在

具体安排上，应当有所侧重。当前 在 调整时

期，改革要服从调整。对于那些有利于调整的

改革，要继续积极进行；对于那些同当前调整

有矛盾的，就推迟进行。把改革的步子放慢一

点，稳一点，准一点，可以使各级领导集中精

力抓好调整，也可以使改革本身健康地进行。
调整搞好了，就为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创造良

好的条件。因此，进行利润留成试点的六千多

个企业，今年要继续把试点工作搞好，总结经

验，使之不断完善，试点范围不再扩大。“以

税代利、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试点，单位

也不能搞得太多。基本建设拨款改贷款，有利

于缩短基建战线，要积极全面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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