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审1985年财政总决算的几点体会

山 西省财政厅

我省在编审1985年财政决算工作中，由于

各级财政部门的领导重视，各项准备工作做得

好，充分运用了计算机技术，在保证决算质量

的前提下，比往年提前70多天完成了财政决算

编报任务。我们的体会是：

一、各级领导重视，是编好决算的关键

1985年全国财政决算编审工作座谈会召开

以后，各级财政部门领导同志对决算编审工作

十分重视。当时，针对1985年决算比往年变化

大、时间紧、任务重这一具体情况，为了尽快

编出高质量的决算，我们组织召开了一次多年

来未有过的全省决算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

各地、市、县财政部门的预算、农财、行财等

单位的负责人和其他 有关同 志共200余人，厅

长亲自到会讲了话。会上主管预算、农财、行

财工作的同志对1985年决算表格的填报方法、

编列口径、数字关系一一进行讲解。通过这次

会议，大家统一了认识，也统一了填列口径、

编报方法、报送时间和质量要求。这样，既避

免了层层布置造成时间和精力上的浪费，又避

免了以往上传下达往往造成口径不一、编报方

法不一的弊端，为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加快决

算编报进度奠定了基础。
在全省集中汇审的日子里，厅领导还不断

询问编审进度，发现问题及时组织汇报，与有

关同志研究解决办法。我们深深体会到，领导

这样重视决算工作，是我厅顺利编审好1985年

决算的关键。

二、做好准备工作是编好决算的前提

编制财政总决算是一项政策性强、涉及面

广、时间紧迫、复杂而又细致的工作。因此，
为编好决算，我们除做好常规的准备工作外，
还着重做了以下两方面的准备：

1.密切配合，分工协作。为了保证决算汇

审工作顺利进行，经同各地市 财政局协商决

定，组织各地市力量集中汇审，并根据我们是

第一次用计算机汇总，对用计算机 汇 总能 否

保证汇总准确无误，会不会影响汇总速度心中

无数的实际情况，作了如下部署：农财、行财

分管各自的基本数字表和附表；集中地市人员

负责总表部分的审核，并汇总 2 月底要报出的

总表及其附表和结转表；计算机汇总决算收支

总表及附表、支出决算明细表一、二和财政决

算分级表。各部分数字汇总毕，要统一进行上

下年度数字的衔接、前后 表格 挂钩、科目使

用、数字逻辑等方面的审核。
2.明确有关问题，避免重复劳动。编审之

前，我们根据基层同志反映多年来存在决算编

列口径不一，各类支出中“目”级科目使用混

乱的情况，编发了一本说明书，对所有表格各

类、款、项、目级科目的使用作了详细解释，

既保证了正确使用科目，又便于审核。

三、运用计算机技术，是按时、按质编报

决算的有利条件

1985年我们第一次将计算机技术运用于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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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决算审编工作。计算机在汇总工作中发挥了

很好的作用。我们的做法是：

1.做好使用前的准 备工作。一是 调试机

器，发现问题，及时处理，确保计算机在汇总

时正常运转。二是领会决算编审精神，熟悉决

算表格，弄清表与表之间的联系，掌握编审方

法。三是提前做好表格，保证工作进度。在各

地市决算报送之前，计算机站的同志就将所有

表 格 装 入 计算机，等待报表数据输入计算机

后，即可汇总运算，并输出报表。
2.严格审查，确保汇总的准确性。在用计

算机决算汇总过程中，我们的做法分为两个步

骤：一是把好审查关。为了稳妥，我们先人工

审核，请每个地市出一名熟悉业务的同志配合

我厅各业务处进行联审互查，把报表中该衔接

的数据衔接上，在人工审核的基础上，再利用

计算机审核。这样就保证了决算 数 字 准 确，

内容完整，项目齐全。二是进行数据录入和运

算。我们是运用财政部统一的通用报表软件，

按决算表种类分类逐表进行录入、汇总的。先

将数据多、栏次多的总表及其附表、支出明细

表一、二、基本数字表、结转表录入电子计算

机，待数据录入机器后，让计算机进行审核和运

算，再将运算汇总后的结果再一次进行机器复

核，然后交给业务人员核对、把关，最后用计

算机打印输出决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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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是一个比较富

裕的地区，但经济发展

也很不平衡。全省11个

省辖市，65个县（市、

区），由于历史的原因

和自然地理条件，分为

三大块。第一块是太湖

流域的苏州、无锡、常

州三市，经 济比 较 发

达，工农业总产值占全

省的41.3%，财政收入

占48.2%，1985年各县

年工农业总产值都在17

亿元以上，财政收入都

在 9，000 万元以上。第

二块是淮北的徐州、淮

阴、盐 城、连 云 港 四

市，经济不够发达，工

农业总产值仅占全省的

21 ..5%，财政收入仅占

18.8%。1985年各县年

工农业总产值一般不到

7 亿元，财政收入一般

在 3，000万元以下。第

三块是介乎前两块之间

的南京、镇江、扬州、

南通四市，经济正处于发展之中，有一部分县

已接近第一块的水平，也有少数县达到第二块

的水平。总的说，这三大块基础不同，优势有

别，但发展潜力都很大。财政如何发挥自己的职

能，尽快地把几大块的潜力变为现实，是摆在

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
1985年初，在总结工作的基础上，我们决

定采取分类指导，抓两头，带中间的做法，即

一头抓财政收入超亿元的县，一头抓补贴县。
对经济发展快的县，财政要帮助推上去；对经

济发展慢的县，财政要积极扶上来。经过一年

的努力，已经有了明显的成效。

一、抓亿元县——支持经济发达地区

我省最早出现亿元县是在1980年，当时只

有江阴和常熟两县。以后 每 年 增加一、二个

县，到1984年，已增加到无锡、武进、吴县、

宜兴、沙洲、吴江等八个县，1985年又新增了

太仓、丹阳、南通三个县，在数量上发展到11

个，在地区上从苏南发展到苏北；同时在扬州、

南通两市中也出现了几个收入近亿元的县。
从这11个亿元县的情况看，他们之所以能

够在不长的时间里以较快的速度发展成为亿元

县，主要在于：

（一）党政领导重视财税工作，并善于运

用财政税收的经济杠杆，促进经济的发展。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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