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级政府切实加强对财政工作的领导，严格监督

约束，一是大力加强财政部门领导班子建设，优化了干

部配备；二是通过审计监督，财政工作中存在的一些不

妥当的做法得到警醒和纠正，三是结合中央和自治区

有关文件的贯彻执行，注重财政系统内部制度建设，加

强了内部监督约束。

（西藏自治区财政厅供稿，陈凡彦执笔）

陕 西 省

1997 年，陕西省实现国内生产总值1 345亿元，按

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10% 。其中：第一产业增加

值287亿元，增长 3.8% ；第二产业增加值 552亿元，

增长13.5% ；第三产业增加值 506亿元，增长9% 。人

均国内生产总值3 760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 9% 。商

品市场在买方市场格局下继续保持平稳，1997 年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 484.3 亿元，比上年增长 12.1 % ，扣

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10.3% 。全省居民消费和商品零

售价格分别比上年上涨 4.8% 和1.6% ，涨幅分别回落

4.9 个百分点和 6.5 个百分点，达到了国家下达陕西

省的控价目标。固定资产投资继续增长，全省全社会固

定资产投资总额 416亿元，比上年增长11.8% 。对外

贸易稳步发展，全省外贸进出口总额18.8 亿美元，比

上年增长 6.4% 。

在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的基础上，陕西省预算执行

情况良好，财政工作取得新进展，实现了新突破。1997

年全省财政总收入132.48 亿元，比上年增长13% ，其

中，地方 财政 收入完成 76.55 亿元，为预算的

111.3% ，比上年增长13.2% 。上划中央“两税”（增

值税和消费税）收入55.92 亿元，比上年增长12.7% 。

地方财政支出137.72 亿元，比上年增长13.1 % ，有力

地支持了经济建设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

一、财政改革迈出新步子

（一）认真总结，逐步完善，不断探索解决县级财

政困难的路子。1996 年陕西省政府在陕西榆林地区的

特困县子洲县实行“财政赤字零基承包”试点，即由陕

西省省级财政对该县经审核后的累计财政赤字一次性

予以弥补，其他财政欠账由该县财政自行消化，以后调

整工资、提高开支标准等增加的支出，由县财政自行解

决，省财政不再承担其增支补贴。同时要求县财政必须

做到当年收支平衡，不出现赤字，也不能下甩支出包

袱；保证干部职工的工资按时发放，不发生新的拖欠工

资，并在2000 年底前逐年消化各项工资欠账及其他各

种挂账。这一措施经过一年实践，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1996 年子洲县财政决算收入比上年增长了 1.34 倍，

当年财政实现平衡还略有结余。财政赤字零基承包的

普遍意义在于，把财政作为一种经济杠杆，从抓财政收

入入手，激发贫困地区干部群众奋发图强，发展经济，

培植财源，改变面貌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变财政“帮

贫”为财政“扶贫”，变注入资金为注入政策，找到了

一条通过抓收入促进经济发展，抓财政引导群众脱贫

的路子，创造了一种通过构造外在压力而形成经济发

展内在动力的机制。因此，在认真总结子洲县财政赤字

零基承包经验的基础上，陕西省政府决定，1997 年稳

步扩大试点，试点范围扩大到佳县、清涧、吴堡等12

个县。省财政厅对 1997 年实行试点的 12个县的财政

赤字、欠发工资以及财政性挂账进行了详细检查，夯实

了承包基数，与这些县签订了承包合同，落实了承包任

务。据调查，试点县 1997 年干部职工工资均按时得到

发放，做到当年不欠职工工资，大部分县财政收入比

1996 年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二）实行收费资金收支集中统管，进一步强化预

算外资金管理。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强预算外资

金管理的决定》，建立良好的收费资金管理秩序，陕西

省政府决定从 1997 年 3 月1 日起，对省直单位行政事

业性收费资金实行收支集中统一管理，即对行政事业

性收费资金实行“单位开票、银行收款、统一开户、收

支统管”办法，7 月 1 日以后全省所有地县也按此运

作。这是陕西省在整顿财经秩序，强化和规范预算外资

金管理方面采取的一项重大举措，有利于增强政府宏

观调控能力，合理配置资源，扭转财政资金分散局面；

有利于规范收费行为，强化财政监督，防止腐败现象和

不正之风的滋生和蔓延。实行收费资金收支集中统一

管理是一项大的改革，得到了各级领导的重视和支持。

省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陕西省预算外资金管理条

例》和《陕西省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条例》两个地方性

法规，为实行收费资金收支统一管理提供了法律保证。

各级财政部门积极宣传，搞好服务，把严格管理和优质

服务有机结合起来；各部门和各执行收费的单位从维

护改革大局和国家利益出发，密切配合，从而使这项改

革在全省得到顺利实施。1997 年，省、地、县三级绝

大多数成立了收费资金管理机构，全省累计收缴预算

外资金 18.38亿元，比上年增长 24% 。

（三）改进财政财务管理，对省级行政事业单位公

务用车实行“统一购车，定点维修”的管理办法。为了

保证省级机关工作的正常运转，克服和杜绝车辆购置、

维修中的不正之风，节约开支，强化监督与管理，在

1996 年对省级机关、人民团体新增、更新小汽车实行

统一购置管理办法的基础上，1997 年在省级行政事业

单位全面实行“统一购车，定点维修”管理办法。省财

政厅明确要求省级各部门、各单位要进一步建立、健全

车辆管理制度，按操作规程要求做好车辆的定时保养

工作，加强对驾驶员的安全教育，尽量减少车辆机械磨

损，降低事故率，节约修理经费开支。同时，狠抓了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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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检查工作，从审批、拨款、采购、办理控购手续、上

汽车牌照、经费报销、财务审计等各个环节强化约束。

各部门、各单位机动车辆定点维修情况列入年度财务

大检查和纠风工作的内容，对违反规定不到定点修理

厂维修车辆的单位，按违反财经纪律进行处罚，对收受

“回扣”等不正之风，按规定严肃处理。1997 年，省财

政厅抽样调查了 13家具有代表性的单位。实行“定点

维修”制度后，经费支出比上年减少113.47 万元，节

约了 35.54% 。

二、充分发挥财政职能作用，促进陕西经济

发展和社会稳定

（一）强化农业基础地位，加大农业投入。为强化

农业基础地位，提高支农资金使用效益，陕西省建立和

健全了财政支农投入管理机制，完善支农资金专户管

理办法，加大农业投入，全省财政支农支出达16.4 亿

元，比上年增长14.1 % 。进一步完善粮食风险基金和

副食品价格调节基金管理办法，1997 年省级累计支出

粮食风险基金 3.67 亿元，副食品价格调节基金1 400

万元。认真贯彻国务院和省政府关于按保护价收购粮

食的决定，全省预计超储粮食达28.92亿斤，预支费用

利息补贴 1.4亿元，保护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

（二）加大对贫困县的投入，认真做好联县扶贫工

作。及时调整财源建设投资方向，多方筹集资金，增加

扶贫投入，制定了《财政扶贫资金管理办法》，中央和

省对全省扶贫的资金投入比上年增加 2.4 亿元。认真

做好联县扶贫工作。为广泛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扶贫

工作，按照陕西省委、省政府的统一部署，由省财政厅

牵头，15 个中央驻陕单位和省级单位参加共同扶持特

困县西乡县脱贫。经过各单位与西乡县干部群众的共

同努力，取得了明显成效。1997 年，该县实现国内生

产总值 6.53亿元，比上年增长 7.4% ；完成地方财政

收入2 617万元，增长14.4% ；农民人均纯收入 895 元，

增长 8.9% ，当年有 94个贫困村摆脱贫困，12 269户

53 305人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

（三）积极参与其他各项改革。积极参与支持国有

企业改革、改造、改组和结构调整，制定和完善与之相

配套的财政财务规定；支持西安、宝鸡、咸阳、渭南四

城市优化资本结构试点工作，明确了企业在提取盈余

公积金前自补流动资金的比例和考核办法；支持建立

省级重大项目资本金制度。进一步完善了世界银行贷

款报账和配套资金拨付管理办法。继续推进医疗和住

房制度改革，在咸阳、铜川两市进行医疗制度改革试

点，将医疗保险基金纳入财政预算管理。省级行政事业

单位职工住房公积金制度全面建立。制定扶持国家杨

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发展的财税财务措施，并

在资金上给予重点支持，保证了杨凌示范区各项工作

的顺利启动。进一步加强了帮困基金收缴、管理和困难

职工解困工作，积极筹集帮困资金，为7 万户特困职工

发放了救济金。

（四）圆满完成全省城镇集体企业清产核资试点工

作，国有资产各项基础管理工作稳步推进，国有股权管

理不断得到加强，对经营性资产和非经营性资产的管

理进一步规范。

三、采取切实有效措施，进一步加强收入征

管工作

1997年陕西省遭受特大旱灾，秋粮严重减产，农

村多种经营受到严重损失，加之企业生产经营困难，欠

税增加，进一步加大了组织收入的难度。针对这种情

况，省财政厅与有关部门密切协作，从年初开始就认真

进行税源调查，摸清新的税收增长点，层层落实收入任

务目标责任制、清欠责任制。及时组织干部深入基层和

企业，帮助企业解决困难，盘活资金，逐户催收清欠。

坚持财、税、库联席会议制度，加强财政收入分析，及

时解决收入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在全省范围内开展税

收执法大检查，清理纠正了一些地方擅自制定税收政

策，越权减免税和乱开减免税口子等问题。有重点地开

展税收专项检查，堵塞税收流失漏洞，与公检法等部门

紧密配合，加大查处偷、抗税案件的力度，1997 年查

补收入 4.16 亿元，税款滞、罚收入 926 万元。强化

“以票控税”，部分地市在饮食、娱乐及其它服务业中推

行剪贴式发票和定额发票，减少了税收流失。同时进一

步强化对土地使用税、个人所得税等地方税和零散税

源的管理，推行和完善了所得税代扣代缴、个人自行申

报纳税制度；对投资方向调节税实行源头控管，堵塞了

漏洞，规范了管理，收入征管的薄弱环节得到加强。大

力开展税法宣传，组织了有省政府领导及厅局长参加

的税法讲座等一系列大规模的税收法制教育活动，省

地方税务局、省财政厅和省纪检委等五个部门专门就

中共党员带头交纳个人所得税发出通知，通过这些活

动的开展，对提高公民依法纳税的意识，改善税收执法

环境，起到了积极作用。继续开展财税大检查，共查出

违纪资金 4.2亿元，已入库 3.83亿元。全面完成了国

债发行兑付任务。

四、改善支出管理，保证重点支出

1997 年，陕西省在安排支出预算和预算执行中，

继续坚持量力而行、有保有压的原则，始终把保工资放

在第一位，继续实行省级部门厅局长和地市专员、市长

保工资负责制，加强资金调度，使贫困地县的工资发放

困难得到一定缓解。积极筹措资金，支持东雷抽黄、定

边供水、泾惠渠加坝加闸、延安供水、引冯济羊、三门

峡库区移民安置和“广厦工程”、“甘露工程”等重点建

设。加大对精神文明建设的投入，建立文化宣传发展基

金，重点支持省文化科技体育中心建设、“五个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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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西北大学“211 工程”、贫困地区九年义务教育、乡

镇卫生院建设等。努力调整支出结构，改善支出管理，

积极压缩人、车、会议、电话等支出，加大社会集团购

买力的控管力度。按照抓清理，定标准，打基础的思路，

对省级行政事业机构、人员和支出状况进行了全面调

查，重新界定财政资金供给范围，着手制定新的支出定

额。

五、财政法制建设取得新进展

1997 年，陕西省积极贯彻“依法治省”战略，坚

持依法行政，建立了省财政厅机关部门执法责任制，草

拟并报省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陕西省预算外资金

管理条例》和《陕西省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条例》，在

全省范围开展学习两个条例的知识竞赛，使全省预算

外资金和收费管理工作走上统一、规范、法制化的轨

道。整顿会计工作秩序和注册会计师行业清理整顿工

作取得新进展，巩固和发展了注册会计师协会和审计

师协会的联合成果。完善财政周转金管理办法，加强地

方财政周转金的统一管理，完成了全年资金回收任务。

六、精神文明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取得新

的成绩

1997年，陕西省财政厅继续把加强社会主义精神

文明建设放在突出位置，制定印发了《陕西省财政厅社

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规划》和《1997 年陕西省财政厅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实施要点》。厅机关和和直属单

位紧紧围绕香港回归和党的十五大召开两件大事，有

计划、有组织地开展了一系列庆祝活动。按照江泽民同

志关于“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要求，狠抓政治

理论学习，干部职工爱国主义和坚持走建设有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进一步坚定。“做合格公务员，

让人民满意”、“形象工程”、“扶贫帮困献爱心”等活动

不断走向深入，联县扶贫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认真贯

彻《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试

行）》和其他有关廉洁自律的规定，党风廉政建设进一

步加强。财政宣传、财税信息、干部教育培训、财政科

研工作取得新进展。省财校、函校及系统内各中专学校

的教学研究、教学改革、教学管理以及教学质量进一步

提高。

（陕西省财政厅供稿，周彬县、李宝生执笔）

甘 肃 省

1997 年，甘肃省实现国内生产总值 781.3 亿元，

比上年增长 8.8% 。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192.6 亿

元，增长 2% ；第二产业增加值 343.4 亿元，增长

9.8% ；第三产业增加值 245.3 亿元，增长10.4% 。全

年全社会固定资 产投资 260 亿元，比上年增 长

21.03% 。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76亿元，比上年

增长6.2%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4.68% 。

1997 年全省完成财政总收入 95.12 亿元，为调整

预算的 109.51% ，同口径比上年增长11.74% 。其中：

地 方 财 政 收 入 46.91 亿 元，完 成 调 整 预 算 的

106.18% ，比上年增长15.27% ；基金预算收入完成

5.69 亿元；上划中央“两税”（增值税、消费税）完成

42.52 亿元，超额完成国家税务总局年初分配甘肃省

的“两税”任务。1997年实现财政一般预算支出 104.3

亿元，为调整预算的 83.6% ，比上年增长14.8% 。按

现行财政体制结算，收支相抵，全省一般预算滚存结余

3.02 亿元，扣除结转下年支出 22.53亿元，全省一般

预算累计赤字 19.51 亿元，比上年新增 0.62 亿元。

一、发挥财政体制的政策导向作用，确保财

政收入任务完成

（一）坚持以组织收入为中心，确保财政收入任务

完成。1997 年，甘肃省国有企业生产经营比较困难，部

分地县农业灾情比较严重，组织财政收入的任务异常

艰巨。上半年收入逐月增长，完成预算的 42.7% ，但

进入第三季度后收入连续下滑，针对这种情况，省政府

专门研究，并于 9 月 30 日召开全省电话会议，明确指

出财政收入必须完成 89.1 亿元的预算，并力争突破

90 亿元的奋斗目标。省政府及时恢复抓收入协调领导

小组这个机构，重点监控 13 户大型企业的纳税情况，

并做到逐户上门协调，帮助企业解决生产经营、销售中

的困难。各级政府和财税部门紧紧抓住收入征管不放

松，建立和完善岗位目标责任制，层层分解落实任务，

确定自己的主攻方向。各级党政主要领导亲自抓重点、

抓难点，全省工商企业克服各种不利因素，努力挖掘

产、销潜力，加强企业管理，努力提高经济效益，依法

纳税，为全省预算收入的完成做出了贡献。

税务部门在组织收入工作中，积极配合财政部门

做了大量的工作。全省税务系统广大干部职工面对重

点税源企业销售不畅的情况，顾全大局、顽强拼搏、应

收尽收、严格执法，促进了收入任务的完成。一是抓好

目标管理责任制的落实。根据税源变化情况在详细调

查测算的基础上分解收入任务，层层签订目标责任书，

将组织收入任务作为系统内部的重要考核内容，推动

了组织收入任务工作的开展。二是严格滞欠制度，力控

欠税。由于企业效益不佳、资金短缺等因素的影响给企

业纳税带来了一定困难，税务部门主动向政府汇报，并

与经贸、银行部门协调企业生产经营、融通资金、强化

欠税管理，促进了税款及时足额入库。三是各级税务部

门积极推进征管改革，促进收入增长。在调查研究的基

础上，继续规范完善税收法规制度，采取各种措施控制

税收流失，确保收入稳定增长。四是抓好个体税收的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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