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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平 衡 重 在 开 源 节 流

羊怀芝  朱同球

湖南省娄底地区位于湘中腹地，自 1978年

建区以来连续 14 年实现了全区财政收支平衡。

去年，在生产回升缓慢，自然灾害严重的困难条

件下，全区财政收入完成 28 467 万元，为年计

划的 106.86%，比上年增长 5.72%，加上上级

专项补助 5 409 万元，全区财政收入达 33 876

万元。财政支出 31 790 万元，为年度调整预算

的 97.32% ，比上年增长 9.7% ，对支持和促进

我区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

作用。去年他们着重抓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增强平衡意识，促进观念转变

去年，娄底地区财政局针对“赤字有益”、

“赤字难免”等模糊认识和消极情绪，进行过两

场大的思想交锋。一次是去年初，正当他们按照

“当年收支平衡”的思路进行工作时，上级有关

领导到娄底地区考察工作，暗示：当前收入难

增，支出难压，人家都搞赤字，你们不搞点赤字

是要吃亏的。一些县市领导到外地参观回来也

说：有的地方搞赤字，上交少，借款也少，我们的

上交和借款都比人家多，近几年搞平衡真是吃

了大亏。在这些思想的影响下，导致一些地方不

愿继续搞平衡。针对这种情况，他们在地委、行

署领导的重视和支持下，召开了各县、市长和财

政局长会议，重点就“平衡是否吃亏”、“赤字是

否有益”问题展开讨论。新化县的领导同志说，

我们县在过去的 8 年中，前 4 年想捞点“油水”，

连续搞了 4 年赤字，后 4 年克服“捞油水”思想，

连续搞了 4 年平衡，这“两个 4 年”对我们的教

育很深。当我们发生赤字的时候，不但“油水”没

捞到，反而导致人心不定，社会不稳，经济停滞

不前，干部群众骂政府无能；当我们实现收支平

衡的时候，不但得到了上级的支持，而且确保了

人心安定，社会稳定，经济持续前进，干部和群

众也非常满意。通过这场讨论，大家认识到，坚

持收支平衡，不但不会吃亏，而且能给工作带来

主动。思想是行动的指南，去年娄底地区在可用

财力比上年实际增加极少的情况下，地县市政

府和财政部门坚持从大局出发，按照量力而行

的原则，级级编制了收支平衡预算。另一次是去

年 4 月底，我区财政经常性收入只完成年度计

划的 21.19%，落后于全省平均进度，而政策性

增支不断出台，压力越来越大。有些同志认为，

赤字无法避免，再喊平衡已不切实际。针对这种

思想波动，他们又请行署召开了县市长、财政局

长和税务局长会议。行署领导非常重视和支持。

专员丛树英、副专员龙德发在会上反复强调：当

前财政收入进度慢，并不是财源枯竭造成的，而

主要是资金紧张，造成企业拖欠税款大幅度增

加所致，只要我们抓紧工作，欠税多的问题终究

是可以解决的。我们一定要坚定信心，努力增收

节支，确保收支平衡。会议围绕两位专员的讲

话，认真开展了讨论。通过讨论，大家认识到：只

要收支平衡的指导思想明确，采取的措施得力，

经济基础再差，困难再多，赤字也可避免，从而

增强了收支平衡的信心。通过不断的思想教育，

使全区收支平衡的思想基本稳定，为 1991 年实

现级级财政平衡奠定了较好基础。

二、加强财源建设，促进生产发展

为了提高经济效益，促产开源，娄底地区财

政局采取了“三抓三促”的措施：一抓“3581”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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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建设，促财源开发。通过“3581”工程促使县财

政收入向 3 000 万元、5 000 万元、8 000 万元、1

亿元的档次迈进。去年各级党政领导对“3581”

工程认真进行了研究，先后成立了以党委或政

府一把手为组长的“3581”工程建设领导小组，

自上而下地编制了全区财政收入上台阶规划，

计划从 1990年到 1993 年，五县市财政收入由

26 592 万元增加到 4 亿元。同时，各县市采取大

小工程结合的办法，以“大工程促小工程”，以

“小工程保大工程”，促进乡镇财政收入上台阶。

全区 22 个区镇和 168 个乡镇都拟订了小

“3581”工程建设规划，乡镇财政收入向 300 万

元、500 万元、800 万元、1 000 万元的档次迈

进，乡镇财政总收入将由 1990年的 8 280 万元

增加到 1993 年的 15 476 万元。为了确保小

“3581”工程建设的全面实现，各地采取了一些

行之有效的措施。双峰县进一步完善了乡镇财

政体制，采取“核定基数，收支包干，一定三年不

变”的管理方法，大大调动了乡镇理财的积极

性，有效地促进了农村基础财源的开发。去年，

这个县乡镇财政收入完成 2 258.2 万元，比上

年 1 886.6 万元，增长 19.7%，大大高于全区财

政收入增长 6.74%的速度。二抓扭亏增盈，促

企业效益。去年，娄底地区财政局针对企业效益

低的现状，深入调查研究，发现新化瓷厂、双峰

机械厂等企业，由于重管理，练“内功”，一年一

个新思路，一年一批新产品，企业经济效益不断

提高。他们抓住这对典型，于 5 月底在新化瓷厂

召开了全区企业管理、扭亏增盈现场会，全面推

广了新化瓷厂和双峰机械厂的经验，促使企业

在加强管理上下了真功夫。同时，全区地、县、市

财政部门与主管部门一道，先后抽调 548 名干

部，组成 137 个支帮促服务队，定点帮助工商企

业开展扭亏增盈，这些措施，使企业效益低下的

状况有了较大的改观。全区预算内工业企业盈

亏相抵，由 6 月底的净亏 909.4 万元变为 12 月

底净盈利 140 万元，实现了全区扭亏为盈。全年

全区地县商业企业实现利润 241.2 万元，比上

年净增 1 129.4 万元。三抓资金筹措，促生产发

展。一年来，娄底地区财政局通过多渠道、多环

节筹集资金近 1 亿元，重点投放到那些“三创两

有”（创税、创利、创汇和原材料有保证、产品有

销路）的企业和产品上，对全区 1 100多个“短、

平、快”项目及时给予支持和扶植。据不完全统

计，当年见效的项目有 850 个，占全部项目的

77.3%，新增产值 2.6 亿元，新增税利 3 000 万

元。

三、加强征收管理，促进收入增长

1991 年，娄底地区财政局在组织收入方

面，坚持了以下作法：

1.依靠党政领导，大力组织收入。去年前

11 个月，全区财政收入进度比计划差 10.4%，

12 月必须抓回 2 776 万元的收入，才能完成任

务。在这个节骨眼上，他们请求行署召开了全区

财政工作紧急会议，专门研究组织收入问题。这

次会议后，全区各地县、乡党政领导积极组织收

入，由于决心大，行动快，采取了过硬的措施，一

个月抓回收入 4 621 万元，为前 11 个月月平均

收入的 2.1 倍，从而使全区财政收入超额 1 827

万元。新化县主要领导各率一个队，行百里路，

走百家厂，帮助企业推销产品，催收税款。在短

短的两个月内，共推销积压产品 2 000多万元，

收回欠税 450万元。

2.主攻企业欠款、个体户和私营企业偷漏

税两大难题。去年 5 月以前，娄底地区企业拖欠

地方税款约 3 000 万元，严重影响了财政收入

入库进度。为了切实解决这一难题，6 月份，在

党政领导的高度重视下，组织和动员企业主动

压欠，财税干部上门收欠，银行部门协助清欠，

一个月收回欠税 2 500 万元，为实现“双过半”

奠定了基础。同时，在全区范围内对个体户和私

营企业开展清查偷漏税的活动。全年共查出偷

漏税 1 817 万元。

3.加强征收管理和部门协作。为确保完成

全年财政收入任务，财政部门提出“收入要上

去，干部要下去”，要求广大财政干部深入征管

第一线，扎扎实实抓收入。特别是去年 6、12 两

个月，各地采取“六不”政策，即不开与组织收入

无关的会议，不发与组织收入无关的文件，不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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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组织收入无关的活动，不组织外出参观学习，

不请假休息，集中各方面的力量，全力以赴抓收

入。仅 6、12 两个月，就分别完成经常性收入

4 558万元和 4 627万元，等于抓回四个多月的

收入。二是加强部门协作。在组织收入过程中，

娄底地区公检法、银行、企业主管部门在各级政

府的协调下，紧密配合，对财税工作给予了很大

支持。涟源市经委主任主动打电话向市税务局

了解企业欠税情况，然后亲自到企业催收，使该

市经委系统预算内工业企业到年底基本上消灭

了欠税。

四、加强支出管理，促进地方财政自求平衡

去年，娄底地区财政局面对收支矛盾日益

突出的状况，狠抓节支难点，使财政支出既得到

了有效控制，又促进了各项事业的建设和发展。

1.量入为出，以收定支。在支出预算的安排

上，他们按照留有余地的原则，坚决把财政支出

控制在地方实有财力之内。在预算执行过程中，

坚持“摸着口袋花钱”，对无收入保证的支出及

时调整，对超预算的支出坚决砍掉。去年 4 月，

双峰县委机关要求追加小汽车购置经费，但县

财政局考虑到年初预算没有安排，加上收入进

度缓慢，“口袋”里拿不出钱，于是立即向县委、

县政府汇报，说明不能购置小车的理由，得到了

领导的理解和支持，取消了这笔超预算、超财力

的支出。2.勤俭节约，紧缩支出。一是坚持对非

生产性支出按支出预算或收入进度拨款，即对

收入进度达到或超过计划进度的，按支出预算

拨款；对收入尚未达到正常进度的，按收入进度

拨付经费。二是行政机关调进或新增人员，实行

“三堂会审”制度。即由编委、人事局、财政局三

家共同会审把关。去年全区制止行政机关增人

240 名。三是对行政事业单位车辆实行定点维

修制度。全年共节省车辆维修费 15 万多元。四

是按照克服“三多”精神，大力压缩会议、文件和

简报，共节省开支 57 万元。五是严格控制新置

小汽车高档化。节省开支 100多万元。3.有保

有压，优化支出结构。为了把该压的支出压下

来，把该保的支出保上去，一年来，采取了“两

压、两停、两保”的财政倾斜政策，即压非生产性

支出，停楼堂馆所项目，保生产性支出；压弹性

支出，停办公现代化购置，保刚性支出。去年全

区企业挖改资金累计完成 1 614 万元，比上年

增长 32.62% ，支援农业生产支出达到了 31 万

元，比上年增长 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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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赤字隐患，是

指预算年度内由于经济

形势滑坡或不能如期好

转等原因，导致财政预

算可能欠收或超支所造

成的一种财政潜在亏

空。从当前威胁我国财

政赤字的主要隐患看，

一是企业经济效益下降

和亏损严重的局面未得

到有效控制和根本好

转，企业亏损面和亏损

额都在增加；二是企业

亏损挂帐的数额相当

大，同时企业盘亏损失、

少提少摊成本费用造成

的潜亏数额也相当大；

三是企业亏损补贴增长

过猛，成为财政的沉重

负担。这些隐患都会对

财政欠收或超支构成严

重威胁，如果我们不能

有效控制和逐渐清除，

就难以减轻赤字压力，

实现财政收支平衡。

一、清除赤字隐患必须加强亏损企业的治

理

企业经济效益下降、亏损严重是我国当前

经济生活中最为突出的问题之一，也是财政赤

字隐患的主要根源。据统计，截至 1991 年 8 月

底，预算内国营工业企业亏损面达 36.9%，比

1990年同 期 扩 大 2.4 个 百 分 点；亏损额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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