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1998 年中央决算的报告 （摘要）

——1999 年 6 月 26 日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

项怀诚财政部部长

委员长、各位副委员长、秘书长、各位委员：

我受国务院委托，向本次常委会提出 1998 年中

央决算报告，请予审查。

1998 年中央财政总收入5 489.13亿元，比预算增

加179.94 亿元，完成预算的 103.4 % ，比上年增长

13.6 % 。其中，中央本级收入4 892亿元，完成预算

的 103.8% ；地方上解中央收入 597.13 亿元，完成

预算的 99.8 % 。中央财政总支出6 447.14亿元，比预

算增加 677.95 亿元，完成预算的 111.8% ，比上年

增长19.6% 。其中，中央财政本级支出3 125.6亿元，

完成预算的 113.6 % ；税收返还和补助地方支出

3 321.54亿元，完成预算的 110.1 % 。中央财政支出

超过预算较多，主要是增加了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国

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补助支出、粮食风险基金

和抗洪救灾经费支出。中央财政收支相抵，赤字

958.01 亿元，比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审

议批准的调整预算赤字数额减少 1.99 亿元。

1998 年中央财政收入在连续五年较大幅度增长

的基础上继续保持了较高的增长幅度，“两税”、关税

和海关代征税等主体税种继续呈现稳定增长的趋势，

从而使全国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继续有所

提高，达到 12.4% ，较上年提高了 0.8 个百分点。

这是在去年经济增长速度趋缓、物价持续负增长的情

况下取得的，来之不易。

1998 年中央财政支出的安排和使用，认真贯彻

了党中央、国务院的指示精神和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

议的决定，较好地体现了“保证重点、兼顾一般”的

原则，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

1.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投入。

去年下半年，为了抵御亚洲金融危机，党中央、国务

院决定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九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批准了国务院提出的

1998 年中央财政预算调整方案，财政部向国有商业

银行增发了 1 000 亿元国债，重点用于农林水利、交

通通信、环境保护、城乡电网改造、粮食仓库和城市

公用事业等基础设施建设。截至 1998 年底，中央财

政共拨付国债专项资金 717.82 亿元，银行配套贷款

607 亿元，带动了全社会资金的投入，加快了基础设

施建设。1998 年完成堤防加固达标长度2 600公里、

大江大河干流护坡 550 公里、险工险段处理 770 公

里、崩岸防护 197 公里、填塘固基 151 公里；新增公

路里程1 100公里，开工兴建粮库 300 多个、市政环

保项目 778 个等。国债专项资金的投入，对刺激国内

需求、拉动经济增长、改善国民经济结构、增加就业

以及提高人民生活质量，都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

据统计，这项措施大致增加国内生产总值1 122亿元，

拉动经济增长 1.5 个百分点。实践证明，党中央、国

务院关于 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决策和全国人大常委

会作出调整中央预算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

2.全力支持抗洪救灾工作。1998 年，我国长江、

嫩江和松花江流域发生的特大洪涝灾害，给灾区人民

的生产、生活及财产造成了巨大损失。面对严重灾

情，国务院有关部门根据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积极

筹措资金，及时安排拨款，做到急事急办，特事特

办。中央财政对地方补助资金数额一经确定，立即

文、电同传，迅速把资金安排到抢险第一线。1998

年中央财政共拨付各项救灾支出 130 亿元，其中，特

大防汛抗旱资金 34.87 亿元、特大自然灾害救济补助

费28.94 亿元、灾后恢复重建资金和抢险救灾资金

39.55 亿元、受灾地区财力补助 20 亿元、防治防疫

事业费 2.4 亿元。这些资金保证了防汛抢险和灾民基

本生活的需要，促进了灾后恢复重建工作，避免了灾

后疫情的发生。

3 .努力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和离

退休人员养老金的发放。1998 年，中央财政通过调

整预算支出结构，安排 157 亿元专项资金，其中补助

地方 136.3 亿元，除用于保证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

生活费和离退休人员养老金按时发放外，还用于中央

直属煤矿下划地方后欠发工资，以及纺织行业调整压

锭、减员增效过程中下岗职工的生活费补助等。据劳

动和社会保障部统计，截至 1998 年底，全国国有企

业 610 万名下岗职工，95 % 以上进入了再就业服务中

心并领到了基本生活费；全国已有 584 个城市和

1 035个县政府所在镇建立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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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覆盖面分别为 87 % 和 61 % 。由于各级政府的

重视，包括中央财政在内的有关部门共同努力，积极

配合，较好地保证了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和

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的按时发放，维护了社会的稳

定，促进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

4.促进外贸出口。外贸出口是国民经济增长的

一个重要动力，1998 年我国外贸出口由于受亚洲金

融危机的影响，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直接影响着

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为此，1998 年分批提高了纺

织原料及制品、纺织机械、煤炭、水泥、钢材、船舶

和部分机电、轻工产品的出口退税率。1998 年外贸

企业出口退税 436.24 亿元，完成预算的 109.9 % 。

这对促进外贸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增加出口创汇，稳

定人民币汇率，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5.推进粮食流通体制改革。1998 年中央财政共

拨付粮食补贴 373 亿元，比上年增加 84 亿元，主要

是增加了粮食风险基金补贴和粮食企业财务挂账利息

补贴。1998 年，调整了粮食风险基金分配政策，加

大了对黑龙江、吉林、河南、湖北、湖南、安徽等粮

食主产区的补贴力度，中央财政对上述六省的补助占

中央对地方粮食风险基金补助总额的 61 % 。增加这

些方面的支出，有力地支持了国家粮改政策的贯彻落

实，保护了农民利益和种粮积极性，保证了粮食储备

制度正常运行。

6.增加科教投入。为了落实科教兴国战略，从

去年起，中央财政本级支出中教育经费支出所占比例

将连续五年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同时建立了重点科

学发展基金，启动了知识创新工程，增加了对国家重

点科研项目的投入。1998 年中央财政教育和科学事

业费支出分别比上年增长 37.2 % 和 27.9 % ，有力地

推动了教育和科技事业的发展。

7.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为了贯彻党中央、国

务院作出的加强全国生态环境建设，实施天然林保护

工程等重大战略决策，中央财政拨付 42.5 亿元，启

动了云南、四川等 12 省（区、市）的天然林保护工

程，当年完成生态公益林建设 302 万公顷，森林抚育

100 万公顷，实际调减木材产量 318 万立方米。这对

保护和节约资源，改善生态环境和农业生产条件，促

进可持续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8.加大财政扶贫攻坚力度。为了确保实现八七

扶贫攻坚的战略目标，中央财政较大幅度地增加了对

扶贫攻坚的投入，着力帮助贫困地区改进人畜饮水设

施、修建乡村道路和改田治水等。1998 年中央财政

直接用于这方面的资金达 102 亿元，对改善贫困地区

生产生活条件，解决当年 800 万贫困人口温饱问题发

挥了重大作用。

1998 年中央财政债务收入3 310.93亿元，完成全

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的调整预算方案。其中，用于偿还

国内外债务本息2 352.92亿元，用于弥补当年财政赤

字958.01 亿元。

前不久，审计署对 1998 年中央预算执行情况进

行了审计，这对于规范预算管理，改进财政工作，推

进财税改革，具有重要的作用。从审计结果看，1998

年中央预算执行情况总体上是好的，但也存在一些问

题，对此，必须予以高度重视。国务院已责成财政部

进行检查纠正。我们一定要以认真负责的态度，逐项

核实，坚决整改。对涉及制度方面的问题，要抓紧改

革和完善有关制度，堵塞漏洞；对涉及管理方面的问

题，要通过加强预算执行制度检查，进一步加强财政

管理，严肃查处违法违纪行为；对涉及个人方面的问

题，要区别情况，分清责任，尽快作出处理。同时要

强化内部约束机制，严格财政监督，广大财政干部要

切实遵守财经法规制度。我们要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及

有关部门的指导和支持下，依法理财，从严治财，不

断提高预算管理水平。

1998 年中央财政预算执行中也面临一些不容忽

视的问题：一是违反财经法纪的状况相当普遍。一些

地方政府和部门随意乱收费，甚至以费挤税，造成国

家税源流失的情况仍很严重。挪用财政资金，甚至挪

用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国债专项资金的行为也时有发

生。企业财务管理薄弱，会计信息失真，一些企业单

位尤其是非银行金融机构隐匿收入、偷逃税收、账外

设账、私设“小金库”和挥霍浪费问题十分突出。这

些问题严重扰乱了经济秩序，滋生了腐败，损害了党

和政府的形象，引起了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二是财

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尽管有所提高，但其总

体水平仍然偏低，大量财政性资金游离于预算之外，

缺乏规范管理和必要监督，财政收入增长受到制约。

三是财政支出结构不够合理，国家财政包揽过多，不

少应由企业、社会和个人承担的支出，仍由财政承

担，而一些应由财政安排的支出却难以保证。对这些

问题，我们要予以高度重视，通过加大整顿财经秩序

力度，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不断推进财税体制改

革，尽快加以解决。

关于今年前 5 个月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简

要报告如下：

1 至 5 月份，全国财政收入4 157.86亿元（不含

债务收入，下同），比去年同期增长 24.9% 。其中，

中央财政收入 2 175.86 亿 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31.5 % ；地方财政收入1 982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18.4 % 。全国财政支出3 529.89亿元，比去年同期增

长17% 。其中，中央财政支出1 095.17亿元，比去年

同期增长12.8% ；地方财政支出2 434.72亿元，比去

年同期增长 18.9% 。全国财政收支相抵，收入大于

支出 627.97 亿元。

1 至 5 月份全国财政收入增幅高于同期经济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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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有一些特殊的因素，一是去年以来加大了打击走

私的力度，加之今年前五个月进口增长较快，进口环

节税收同比增加 334 亿元，其中关税增加 132 亿元，

进口环节“两税”增加202 亿元；二是征收部门加大

清欠力度，1 至 5 月份欠税同比减少 150 亿元；三是

打击走私以后，成品油价格回升，石化行业缴纳的税

收增加58 亿元；四是调整甲级卷烟消费税税率增收

19 亿元。如果剔除上述因素，财政正常收入增长只

有7% 左右，增幅并不算高。

1 至 5 月预算执行情况，总的来说是比较好的，

但也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根据我国当前经济运

行的实际情况，并兼顾到长远发展的要求，为保持国

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我们必须研究采取进一步加强

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政策措施，想方设法加大财政政策

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今年下半年，各级财政部门

要下大力气贯彻中央一系列重大决策，促进国民经济

持续健康发展，确保预算任务的完成。重点做好以下

几项工作：

一是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一系列重大决

策，更好地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中央财政用于增加

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要严格执行国务院确定的投资方

向，坚决不搞重复建设。要加强对建设资金的专项监

督检查，严防资金被挤占、挪用和损失浪费，严禁用

于财政经常性开支。

二是积极推进税费改革，完善和规范财税体制。

税费改革是本届政府的施政目标之一，也是当前财税

体制改革的重点。根据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有关决

议中关于稳步推进税费改革的精神，按照税费改革总

体规划、分步实施的原则，要进一步完善交通和车辆

收费改革方案，积极稳妥地搞好这项改革。在清理整

顿和取消有关不合理收费的同时，将合理的收费规范

为法定税收和规费，对确需保留的收费，实行财政规

范化管理。同时，要进一步发挥财政的宏观调控作

用，增强税收杠杆功能。

三是继续强化收入征管，逐步提高财政收入的

“两个比重”。当前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再一次表明，

雄厚的财政实力是一个强大国家和强有力政府的重要

体现和有力保证。因此，加快提高我国财政收入的

“两个比重”，建立强有力的高效率的财政，是今后一

个时期财政改革与发展的重要目标。要继续认真贯彻

落实“加强征管、堵塞漏洞、惩治腐败、清缴欠税”

的方针，进一步完善以 “自行申报和优质服务为基

础，以计算机网络为依托，集中征收，重点稽查”的

税收征管体系，建立科学有效的收入组织机制。严禁

越权减免税，大力清理欠税，严格控制缓税。清理调

整税收优惠政策，凡到期的都要恢复征税，完善和规

范加工贸易税收政策。要严厉打击各种涉税犯罪行

为，维护国家税法的权威性。

四是转变财政职能，优化支出结构，逐步建立公

共财政的基本框架。调整和优化支出结构，建立社会

主义公共财政，是发展市场经济、转变财政职能的客

观要求，也是今后一个时期财政改革的重要内容和方

向。要坚持保证重点，兼顾一般的原则，把财政支出

用到国家最急需的方面去。突出科学、教育、社会保

障以及粮食风险基金等目前急需安排的重点支出。

五是整顿财经秩序，严肃财经法纪，实现依法理

财。建立健全财政法规制度是理顺财经秩序、提高财

政效率的基础。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要抓紧修订《会计法》、《注册会计师法》，尽快起草

《财政监督条例》等重要财政法规、制度。同时要大

力加强监督检查工作，确保企业资产负债表、损益

表、现金流量表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合法性；抓紧实

行注册会计师和资产评估行业脱钩改制工作。在完善

财经法规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财政监督职能，这是

依法理财、从严治财的保证。要切实加强对企业改

制、资产重组、中小企业出售等方面产权变动的规范

和监控；严格预算监督，加强对财政资金申请、立

项、拨付、使用效果等各个环节的监管；加强预算外

资金的管理和监督，将所有预算外资金全部纳入财政

专户，实行收支“两条线”。要坚决依法查处各种违

法违纪问题，要把处理事与处理人结合起来、行政处

罚与法律处罚结合起来、内部通报和新闻曝光结合起

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公报》1999 年第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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