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强化监督，规范管理，加大依法理财

的力度

1999 年，云南省各级财政部门通过社会中介机

构对国有企业会计报表等审计监督，开展了省级预算

外资金、国债转贷资金、财政专项资金检查。同时，

配合审计部门对1998 年中央国债资金、全省73 个贫

困县 1997 年至 1999 年 6 月的扶贫资金投入、分配、

管理和使用情况进行了审计，查处了滞留、借用、提

取管理费、改变投向、拨付不及时、挤占挪用等违规

违纪问题，进一步强化了监督管理制度。清理了政府

性债务和政府性担保，基本掌握了债务情况，强化了

对政府性债务和政府性担保的监督工作。开展了会计

师（审计）事务所的清理整顿和脱钩改制工作，提高

了执业质量，推进了中介机构改革进程。贯彻中央清

理整顿财政周转金、部门有偿资金的政策规定，停止

了财政有偿资金发放，并采取有力措施，积极清理回

收已发放的财政有偿资金。红河、楚雄州利用法律手

段，加大财政周转金催收力度，财政法制工作进一步

得到加强。省财政厅制定了《加强省级财政专项资金

管理的暂行规定》、《云南省财政厅预算外资金拨付借

支管理暂行规定》、《云南省省级预算外资金财政专户

管理暂行规定》、《云南省财政厅银行账户管理暂行规

定》等一批规章制度。通过建章立制和加大财政执法

监督，加快了依法行政、依法理财步伐。

七、认真开展“三讲”教育，提高干部队

伍素质

1999 年，省财政厅作为省级机关的试点单位，

在厅、处级领导干部中认真开展了以讲政治、讲学

习、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按照 “三

讲”要求，制定并落实了部分整改措施，通过 “三

讲”，省厅机关干部的政治思想觉悟、工作作风和精

神面貌都发生了可喜的变化。大家团结进取，勤奋工

作，取得了业务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双丰收。

（云南省财政厅供稿，计毅彪执笔）

西藏自治区

1999 年，西藏自治区国内生产总值完成 103.35

亿元，比上年增长 9.1 % ，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33.25 亿元，增长 3% ；第二产业增加值 24.25 亿元，

增长 12.9% ；第三产业增加值 45.85 亿元，增长

12.7 % 。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为 98.8，与上年持平；

社会消费品零 售 总 额 37.91 亿元，比上 年增 长

8.4 % 。国民经济增长连续 6 年超过全国平均增长水

平，经济增长质量有所提高。1999 年，全区地方财

政一般 预算收 入完 成 4.57 亿 元，比 上 年 增 长

25.66 % ；全区一般预算支出完成 53.3 亿元，比上年

增长 17.5 % 。在全区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地

方财政收入增幅达到了 20 % 以上，保持了近年来财

政收入与国民经济同步增长的良好态势。从总体看，

1999 年预算的执行情况基本正常，财政收入继续以

较快的速度持续增长，财政支出基本满足了贯彻落实

中央的一系列重大决策的资金需要，对深化改革、促

进发展提供了有力的财力支撑。

一、积极贯彻实施中央制定的积极财政政

策和自治区确定的各项政策措施，支持国民

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发展

一是为配合中央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积极筹措

资金，保证中央投资的配套资金及时、足额到位，加

大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力度，改善全区国民经济和社

会事业发展的硬环境。据统计，1999 年，地方财政

预算内基本建设支出为 11.63 亿元，比上年增长

47.62%。

二是认真贯彻中央的调整收入分配政策，按照财

政部的要求，在积极筹措资金保证调整中低收入人员

收入分配政策落实的同时，按照自治区人民政府的安

排，兑现并补发了西藏高原特殊津贴，对拉动消费起

了积极的作用。

三是积极落实中央扩大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税

收优惠政策，根据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的规定，适

当提高出口商品的出口退税率，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实行税收优惠。

四是继续深入贯彻落实自治区制定的 “扶优扶

强”、“两统三分”、招商引资和扶持产业发展的配套

措施，注重外引内联，加大对骨干企业和纳税大户的

扶持力度，培植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扩展了税源，

增大了税基，为财政收入的持续增长培养了后续财

源。

二、积极推进各项重大改革和完善财税

管理

（一）积极支持重大改革。一是认真贯彻落实党

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和自治区五届五次全委（扩大）会

议精神，支持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积极研究促进国有

参股、控股企业实现三年脱困目标的具体措施和办

法，支持企业优化资本结构，加强技术改造和技术创

新工作。二是积极推进社会保障体制建设，筹措资

金，保证了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费、离退

休人员养老金的足额发放和支持再就业的经费需要；

同时会同有关部门深入调查研究，制定了《养老保险

基金省级统筹的实施方案》，进行了城镇居民最低生

活保障线的摸底调查，开展了医疗体制改革的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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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在保证粮食风险基金及时、足额到位的同时，与

有关部门密切配合，进一步规范粮食流通经营性与政

策性的两线运行，着力减少粮食亏损，粮食流通体制

改革向纵深发展；研究提出了合理安排使用粮食风险

基金，调整粮食种植结构，适当调整粮食保护价收购

范围，抓紧处理陈化劣变粮食等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

革的具体意见。四是贯彻落实国务院的有关文件精

神，与有关部门一起就推进化肥流通体制改革进行调

研，并提出了初步意见。五是积极推进住房制度改

革，会同有关部门研究深化全区住房制度改革的方

案，在进一步规范和完善住房公积金制度的基础上，

提出建立适应西藏实际情况的特殊住房补贴制度的思

路，并积极向中央财政反映情况，争取中央的政策、

资金支持，使住房改革制度逐步纳入全国统一的轨

道。

（二）完善财税管理。一是自治区财政部门与税

务部门密切协作，在积极进行“费改税”的调查研究

和有关测算工作的同时，积极推进地方税体系建设，

制定了地方税体系建设规划意见，提出了适时完善地

方税制的政策措施；草拟了《西藏自治区政府采购办

法》并在山南地区进行了政府采购试点。二是凭借中

央对西藏的特殊转移支付财力，继续加大对地县的转

移支付力度，补充调整了自治区对地县的转移支付制

度，提高了自治区对地县转移支付的透明度和公开

性。

三、强化收入征管，圆满完成奋斗目标

针对全区财政资金供需矛盾日益突出的实际，全

区各级财税部门不等不靠，眼睛向内挖掘收入潜力，

加强收入征管，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一是继续实行政

府财政目标责任制。1999 年初、区、地（市）、县人

民政府层层签订目标责任书，确定了各自的收入指标

和消灭赤字保平衡的奋斗目标。全区各级政府立足自

身，服从全局，进一步加强对财税工作的领导。财税

部门层层分解责任目标，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保证

目标责任制的顺利实现。1999 年全区有 7 个地市完

成或超额完成了奋斗目标。二是不断强化收入征管，

税收收入持续增长。全区各级税务部门严格执行国务

院提出的“加强征管、堵塞漏洞、惩治腐败、清缴欠

税”的十六字方针，充分发扬 “四铁”精神和老西藏

精神，严格执法，强化征管，保证了各项收入的及

时、足额收缴入库。据统计，1999 年税务部门组织

收入 6.9 亿元（含中央税部分），比上年增加 1.2 亿

元，增长 21.05 % 。在狠抓税收征管的过程中，财

政、税务、国库密切配合，随时了解掌握税收收入的

进展情况，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把工作做到了每一

户企业，收到了明显的成效。各级主管部门和各类企

业，特别是骨干企业、纳税大户以大局为重，积极配

合财税部门清缴收入，为税收收入的持续、快速增长

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三是进一步加强非税收入和其他

收入的管理。对罚没收入和其他收入，财政部门在严

格执行收支两条线管理的同时，帮助和鼓励执收执罚

单位依法办事，强化管理，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四、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财政

资金使用效益

（一）积极推进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1999 年的财政支出在保证中央和自治区一系列重大

政策措施落实的同时，还重点对农、科、教和维护社

会稳定给予了支持。一是根据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和

区党委五届四次全委（扩大）会议精神，继续加大对

农牧业的支持力度，扶贫和农业综合开发资金预算安

排加大，增幅提高，专项资金的拨付进度进一步加

快。1999 年全区用于扶贫和农业综合开发资金累计

支出 2.24 亿元（含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农业综合开

发支出），比上年增加1 088万元，增长5.11 % 。二是

支持和配合科教兴藏战略的实施，继续加大对教育和

科技事业的资金投入，及时落实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

程中央专款的配套资金。1999 年教育经费支出 6.23

亿元，比上年增加 1.04 亿元，增长 19.99 % 。对科

技的投入也继续增加，仅科技三项费用就比上年增长

1.4 % 。三是加大对不发达地区项目建设、边境设施

建设的资金投入，为边境地区的稳定和发展及农牧民

群众脱贫致富创造了条件。1999 年支援不发达地区

发展支出达 1.82 亿元，比上年增长 37.2 % 。四是根

据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在对政法部门实行收

支两条线管理的同时，按照高于当地一般行政机关公

用经费一倍的规定，提高了公检法和工商行政管理部

门的公用经费标准，积极支持了西藏自治区稳定局势

和反分裂斗争。

（二）努力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在积极支

持重点的同时，从调整支出结构出发，继续坚持实行

“准零基预算”管理，大力压缩一般性支出。一是根

据国务院的要求，结合西藏的实际情况，从 1999 年

开始实施逐步削减事业单位财政补助，当年削减支出

794.4 万元，促进了事业单位转变观念、转换机制。

二是严格控制消费性支出、专项经费支出，对人、

车、话、会支出实行严格的制度管理，对专项修缮

费、购置费、接待费等一次性支出实行 “专项上报、

实地（事）考察、财政定期审核、报经政府审定”的

办法进行重点控制，对会议费、接待费等按政府采购

的模式实行定点管理。1999 年行政管理费支出占总

支出的比重从 1998 年的 16.89 % 下降到的 16.43 % ，

下降了 0.46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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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加快制度建设，强化财政管理

（一）积极落实中央积极财政政策，不断强化基

建财务管理。一是坚持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为中心，

以资金管理为重点，加强支出预算管理。通过试编制

基本建设支出预算，加强建设项目工程概（预）决算

审查，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二是各级国资部门在做好

资产评估、产权登记、年检和清产核资工作的同时，

重点从产权登记管理、产权变动监管、国有股权管理

和推行国有资本金预算工作等方面入手进行改革，促

进了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三是财政监督得到强化。一

方面加大对《关于加强国有企业财务监督的通知》贯

彻执行的检查力度，规范国有企业的财务行为；另一

方面注重把正常监督与专项检查、社会监督与机构审

计结合起来，严肃查处违反财政、财务制度规定的违

法乱纪行为。

（二）财政规章制度建设进一步加强。各级财政

部门深入进行调查研究，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及时

研究问题，据以制定了《自治区行政事业单位车辆管

理暂行办法》、《西藏自治区政府采购制度》、《对行政

性收费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的暂行规定》、《专项资金

管理办法》、《无来源资金追加管理办法》、《财政性自

筹基建资金管理的若干规定》、《预算外资金管理实施

意见》、《关于转移支付预算管理的规定》、《西藏自治

区罚没收入和追回赃款赃物财务管理的规定》，并与

人民银行拉萨市中心支行共同制定了《西藏自治区行

政事业单位预算资金银行账户管理的暂行办法》等。

这些制度为财政部门依法行政、依法理财提供了依据

规范。

六、深入开展“三讲”教育，提高干部

素质

西藏自治区财政厅是全区“三讲”教育的试点单

位。为了贯彻落实好中央和自治区关于深入开展“三

讲”教育的要求，厅党组在自治区 “三讲”教育巡视

组的具体指导下，认真研究，精心安排，通过集中学

习、自我剖析、民主评议、总结整改等几个阶段，取

得了 “三讲”教育的阶段性成果。在 “三讲”教育过

程中，厅党组和处以上领导干部加强学习，不断提高

认识，倾听群众意见，反复自我剖析，查摆缺点和问

题，切实进行整改，自身政治素质、思想觉悟和党性

修养有了明显提高。通过 “三讲”教育，健全了内部

工作制度，加强了服务意识，机关工作作风得到明显

好转，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不断提高。

（西藏自治区财政厅供稿，周 勇执笔）

陕 西 省

1999 年，陕西省国内生产总值1 488亿元，比上

年增长8.4 % 。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267 亿元，下降

2 % ；第二产业增加值 639 亿元，增长 11 % ；第三产

业增加值 582 亿元，增长 10.6% 。人均国内生产总

值4 125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7.7 % 。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557.1 亿元，比上年增长 7.1 % 。外贸进出

口总额20.3 亿美元，与上年基本持平。实际利用外

商直接投资2.7 亿美元。居民消费价格和商品零售价

格分别比上年下降 2.2 % 和 2.5 % 。

在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的基础上，陕西省财政预算

执行情况良好。1999 年，全省财政收入 172.97 亿元

（不含基金收入），比上年增长 10.23 % 。其中：地方

财政收入 106.4 亿元，增长 14.01 % ；上划中央“两

税”（增值税、消费税）66.57 亿元，增长 4.68 % 。

1999年，全省财政支出 206.52 亿元，比上年增长

24.26 % 。财政有力地支持了经济建设和社会各项事

业的发展。

一、组织收入工作力度进一步加大，地方

财政收入突破100 亿元大关

1999 年，由于消费不旺，企业生产经营困难，

加之陕西省连续遭受特大干旱和冰雹自然灾害，各级

组织收入的难度进一步加大。但是，由于财政和税务

部门不畏困难勤奋工作，坚持严格依法征税，在抓好

增值税、营业税、个人所得税、农业四税征管的同

时，认真抓好增收政策落实到位。一是对欠税大户进

行专户控管加大清理欠税力度。对一些 “钉子户”采

取强制执行措施和税收保全措施，使 1999 年全省企

业欠税比上年下降 31.88 % 。二是与公、检、法、工

商管理、银行等部门紧密协作，严厉打击偷、骗、

抗、逃税行为，堵塞收入漏洞，1999 年全省查补税

款3.55 亿元。对证券公司、有线电视台、会计师事

务所、律师事务所和从境外购买无形资产的工业企业

进行了专项检查，共查补税款、滞纳金及罚款 786 万

元。对金融保险业及其他行业的地方税收开展了专项

和重点检查活动，查补税款 1.23 亿元。三是加强发

票管理，使发票清理检查自查面达到 96.16 % ，对

2 .68 万户纳税人进行了重点检查，查出税款 816 万

元，罚款 260 万元。四是完成了全省国有企业所得税

纳税户清查工作。1999 年度地方企业所得税汇算清

缴全面实行纳税人自汇、自调、自缴的汇缴模式，查

补净增所得税3 200万元。五是开展创建 “规范化办

税服务厅”活动。从办理税务登记、纳税申报到税款

征收、税务咨询等实行一条龙服务，城镇固定纳税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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