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革结硕果  管理创佳绩

吴 銮 珍

改革开放的大潮给

我国财政经济的发展带

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

战。面对这一新形势，

汕头市财政局上下一

心，团结奋进，以改革

为动力，向管理要效

益，在 新的 生财、聚

财、用财之路上积极探

索，大胆实践，取得了

较好的成效。

一、稳立潮头  扬改革风帆

1994 年，汕头市财政局新的领导班子针对汕头

市工业基础薄弱，缺乏骨干企业和拳头产品，影响财

源增长后劲的状况，率先在财政扶持工业方面作了大

胆的改革尝试。通过设立工业发展基金，以财政投资

参股、吸纳社会资金投入的形式，扶持重点工业项目

和技改项目。1994 年至 1997 年共投入工业发展基金

8 400万元，吸纳社会资金 1.99 亿元，先后投资参股

金属管材、金石制药等 12 个技术含量较高的工业项

目。这些项目全部投产后，年产值可达 10 亿元，新

增税利1.8 亿元。

在日趋增大的支出压力下，市财政局始终坚持财

政工作和财政资金安排必须服从于改革、发展、稳定

的大局，确保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几年来，千方

百计从资金上、政策上支持农业、科技、教育、环保

等重点事业的发展。全市粮食生产实现“吨谷市”七

连冠，并初步形成了粮食、蔬菜、果茶、水产、畜

牧、花卉六大支柱产业，涌现出 15 个 “三高”（高

产、优质、高效）农业龙头企业和 30 个 “三高”农

业示范基地。1993 年以来，市本级共拨出国有破产

企业、转制企业职工安置费6 400万元，使市直 12 户

破产企业的2 474名在职职工得到妥善的安置，安置

率达到 100 % ，确保了国有企业改革的顺利进行，维

护了社会稳定。

本着开源与节流这个财政工作永恒的主题，市财

政局对财政支出管理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堵塞财

政资金浪费流失的漏洞。1995 年，对会议费实行

“定点记账，按标准结算”，当年市级会议费支出下降

26 % 。1996 年，对市直行政公用经费全面压缩 20 % ，

压缩的资金用于帮助解决市区儿童入学难问题。1997

年 3 月份起，将市直行政事业单位的公有摩托车、自

行车、寻呼机一律拍卖给个人。同时对干部住宅电

话、移动电话进行彻底清理，对符合配备条件的，其

电话费实行“限定基数、定额包干、超支自负”，对

不符合配备条件的一律将电话拍卖给个人，克服了以

往干部住宅电话补贴标准不统一，移动电话费用实报

实销，费用开支大的弊端。

几年来，汕头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国民经济实力

显著增强，为财政增收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1998

年，全市地方财政收入 32.74 亿元，比 1992 年增长

3.50 倍，年均增长 25% 。1994～1998 年，全市还累

计上划和上缴中央、省财政收入 100.05 亿元，为中

央和省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二、强化管理  拓兴财之道

市财政局领导班子从 1993 年组建的第一天起，

就针对财政内外管理的薄弱环节，把建章立制、强化

管理作为首要任务来抓。1993 年 8 月 29 日，新班子

召开了第一次民主生活会，专题研究了建立财政内部

“三会”和 “八项管理制度”的原则意见。经过四个

多月的反复修改，1994 年 1 月 1 日起全面实施。

1994 年下半年，又制定了勤政廉政 “七不准”规定。

在不断总结完善的基础上，1998 年又出台了新的机

关行政管理八项制度，并在机关内部全面建立健全 9

项财政内部管理档案。到 1998 年底，全局已建成较

为系统、完善的企业财务管理档案1 584户，行政事

业单位财务管理档案 152 户，国有资产管理档案

1 677户，周转金及专项资金管理档案 778 户，预算

收入管理档案 91 户，以及基建财务管理档案、财政

监督检查档案等，为有效履行财政管理监督职能打下

了基础。

在财政性资金管理方面，为规范程序，明确职

责，1996 年以来，市财政局先后制订了《关于规范

财政性资金内部管理的规定》、《汕头市财政周转金管

理暂行办法》、《各项基金、附加、专项资金管理办

法》、《汕头市市直预算收支管理暂行办法》以及《汕

头市财政系统内部监督检查暂行规定》，在财政性资

金的收入、使用、审批、监督、稽查，以及银行印鉴

管理等方面建立了统一、规范、高效的管理制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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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保障财政资金安全，1998 年又出台了财政资

金的五项管理措施。真正做到监督、防范在先，从制

度上、管理上筑起保障财政资金安全的坚固防线。

在抓好各项管理制度建设的同时，把重点放在抓

落实抓成效上。从清理历史遗留的过多的银行账户入

手，对各类账户进行了清理归并。1995 年，对原由

各科室管理的资金，包括上级拨给的业务费、培训

费、周转金占用费等进行全面清理，取消各科银行账

户 8 个，把资金集中到局人秘科（现为办公室）统一

管理核算。1996 年，对市本级财政周转金全面实行

“五统一”管理，共取消各科室周转金账户 12 个，归

口预算科管理核算。从 1997 年起实行“统一账户、

统一核算，”取消各科室账户 5 个，归口预算二科管

理核算。1997 年 5 月至 8 月，再一次对各科室账户

进行彻底清理，按照最大限度压缩的原则，共取消银

行账户 36 个。

随着财税改革的推进和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

局领导班子日益认识到加强财政内监外查的重要性、

必要性和迫切性。1996 年 4 月份，在全省财政系统

率先成立了稽查科（对内为监察科），同时加挂汕头

市税收财务大检查办公室牌子，实行一套人马、三块

招牌，形成互为补充、各有重点的全方位财政监督体

系。1996 年以来，在按国家统一部署开展税收财务

大检查、预算外资金清理检查的同时，还针对财政资

金使用管理中的难点和弱点，有的放矢地开展了四项

清理检查：一是开展财政拨款基建资金清理检查，对

市直自 1990 年以来的财政拨款行政事业建设单位、

部分基础设施建设资金进行检查，共核减财政基建资

金1 700万元；二是开展专项资金检查，查出并收缴

被截留、挤占、挪用的财政专项资金 800万元；三是

开展非经营性国有资产转经营性国有资产清理检查；

四是开展逾期周转金清理检查。在强化财政外部稽查

的同时，建立健全财政内审制度，由监察科定期对局

内部有关科室进行抽查，重点是检查局各项规章制度

的落实情况，财政资金的拨借款审批手续、资金用途

和投向是否符合规定，财务会计处理是否规范等。并

对重点资金进行延伸检查，及时发现资金使用上的问

题，纠正挪用、浪费现象，防止钱权交易行为。对各

科检查的情况和发现的问题，分别形成书面报告，及

时向局党组汇报，提出处理意见和整改措施，从而起

到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的作用。

三、以教为本  树理财新风

几年来，市财政局在抓好财政业务建设的同时，

把干部队伍建设摆到重要议事日程。1993 年以来，

对每年新分配来的大中专毕业生，首先安排到基层锻

炼一年，帮助大中专毕业生在从校园到社会这一人生

转折中，明确方向，坚定信心，以饱满的精神走上新

的工作岗位。召开专题座谈会组织干部职工谈学习、

谈工作、谈理想，为干部职工提供了一个交流思想、

表述心声、提高认识的园地。利用业余时间，组织专

题晚会，丰富机关业余生活，在自娱自乐中受到教

育。1997 年 9 月，举办“文明理财新风颂”大型文

艺汇演，把全市财政系统职业道德建设推向了高潮。

为适应改革开放和现代管理的需要，全面提高干

部职工的综合知识水平，1995 年初，市财政局制订

了“全面开展电脑培训、外语基础培训、财政专业培

训”的计划并全面实施。1997 年，专门从汕头大学

聘请教授，为全局干部职工举办了公文规范化处理以

及公文主题词培训。1998 年，由几位局领导带头，

按分管线条为全局干部上财政业务课。还选派业务骨

干到香港理工大学参加财税金融等方面知识的培训，

学习香港的税法结构和策略、会计制度、企业内部监

察、金融体系及监管制度等现代管理知识。使全体干

部职工的综合知识水平、工作技能和工作效率有一个

实质性的提高。

（本文作者系汕头市财政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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