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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我国周期性和结构性财政赤字

蔡 江 南

改革以来， 随着我国经济增长格局和速度的显著变化， 财政收支也相应出现了持续的赤
字。 本文试图在建国40年来财政收支平衡总体状况的背景下， 从周期性和结构性两个角度来
探讨改革以来财政赤字形成的原因， 以便为解决财政赤字的政策建立实证分析 的基础。 本
文得出的基本结论为： 第一， 我国40年来的财政收支状况从总体上看处于低态逆差的状态，
而近10年则处于较严重的逆差状态；第二， 我国存在着周期性财政赤字， 但其重要性在近10

年中显著下降， 其原因在于经济建设支出和基本建设支出分别占整个财政支出的比直明显降
低；第三， 结构性财政赤字是我国财政赤字形成的重要原因， 其重要性在近10年 中 显 著增
强， 其原因在千国民收入分配结构、 财政收入结构和财政支出结构的显著变化。

一、 我国财政赤字的基本状况
亭

为了对我国财政赤字进行实证分析， 首先必须对财政收支统计口径进行调整。 我国财政
收支统计中存在着两个问题：第一， 财政收支指标中包含了政府发行内外债的债务收支， 从
而不合理地夸大了我国的财政收支；第二， 财政收支指标中扣除了财政补贴， 从而又不合理
地缩小了我国的财政收支规模。 O 根据本文分析的需要和便于进行国际比较， 这里使用的财
政收支概念对上述两个问题进行了相应的调整， 即对财政收支扣除了债务 收支和增加了财政
补贴。 因此， 本文使用的财政赤字口径也是根据调整过的财政收支得出， 而不同于我国统计
年鉴中的口径。

从1950年至1988年的39年中， 我国财政收支出现盈余的年份有14年， 累计财 政 盈 余

108.12亿元，出现财政赤字的年份有25年， 累计财政赤字2013.38亿元; 39 年累计财政收支
余额为赤字1905.26亿元， 平均每年有48.85亿元的赤字。 ＠ 因此， 从绝对数指标看， 我国40
年中出现财政赤字的年份显著多于财政盈余年份， 并且平均看处于一种财政收支低度逆差的
状态。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财政收支余额占国民收入和财政支出比重的相对数指标。 根据计算，
我国195Q一1988年间累计财政收支余额占同期累计国民收入的比重为－1.8%， 占同期 累 计
财政支出的比重为 － 5.5%， 这两项指标可以近似地反映平均每年财政收支余额占国民收 入
和财政支出的比重。 以上相对数指标进一步证明， 我国40年来财政收支状况从总体上说处于
一种低度逆差的状态。

、 但是， 我国财政收支的平衡状况在不同年度中存在着较大差别， 并且存在明 显的 阶 段
性。 从图 一可以发现，我国财政收支平衡状况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50一1961年
共12年，其中只有1年出现财政盈余。 年平均财政收支余额为赤字20.70 亿元， 占 同 期 国
民收入的年平均比重为－ 2 %, 占同期财政支出年平均比重为－5.2%。 可以发现这一 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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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财政收支平衡状况与40年的总体平均状况非常接近，也是一个财政收支处于低度逆差的时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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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 1950一1988年我国财政收支平衡状况。
（一一财政收支余额占国民收入比重％， ...…财政收支余额占财政支出比平％。 ）

/960 1%5 月70 1975" I980 ',85 

第二阶段从1962-1978年共17年，只有 4 年出现财政赤字。年平均财政收支余额表现为

盈余2. 39亿元，占同期国民收入年平均比重为 0.2%，占同期财 政 支 出 的 年 平 均 比 重 为
0.4%。从平均水平看，这一阶段处于财政收支基本平衡的时期。

第三阶段为 1979一1988年的10 年，均为赤字年份， 年平均赤字为 169.75 亿元， 占同期

国民收入的年平均比重为 － 3 %,占同期财政支出的年平均比重为 － 8.5%。这一阶段 的 财

政赤字水平明显高于40年平均水平，而且这一阶段的赤字总额占了39年累计赤字总额的84% 。
因此，无论从绝对水平还是相对水平来看，近10年的财政收支都处于一种比较严重的逆差状

态，然 而从这三个阶段相对应的经济发展形势来看，却恰恰表现出财政形势与经济发展形势

成反方向变化的关系。因此，我们并不能简单地根据财政收支平衡状况来评价经济发展的状

况。

根据可获得的数据，我们作一 国际比较。在1980一1985年的 6 年中，东欧 4 个国家财政
赤宇占国民收入的年平均比重为：东德 － 2.9%，南斯拉夫 － 2.8%，波兰 － 1． 8%，匈牙利
一 1.2%。在1979一1987年的 9 年中，发达国家七国集团的财政收支余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平均比重为 － 3.1%，其中美国和西德均为 － 2.3%，日本为 － 2.7%。 而1979—1988年 10 年

中，我国财政收支余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平均比重为－ 2.5%。3 当然，这种比较只能提供
一种参考标准，并不能由此而判断一国的财政收支平衡状况是否适当，｀而 一国财政收支平衡
状况的合适性主要取决于它与该国的经济发展目标的相容程度，本文不打算对此进一步展
开。

二、我国周期性财政赤字的存在及其原因

我们可以把财政赤字形成的原因划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由周期性原因即经济活动的周期

一 39 -



性变化引起的财政赤字，相应地称为周期性财政赤字；另 一 类是由非周期因素，主要是结构
性原因和经济政策引起的财政赤字，概称之为结构性财政赤字。4

论证我国存在周期性财政赤字的重要前提是承认我国经济活动本身存在周期性，这个曾
引起极大争议的问题在目前已很少存在异议了。 ＠ 但否认我国存在周期性财政赤字的观点却

并不罕见。包｀在我国是否存在周期性财政赤字，即财政赤字的变化与经济活动的周期性变化
是否相关，这是一个需要加以实证的问题。

可以对我国19:50一1988年间财政收支余额与国民收入两者进行相关分析，从图二可以发

现， 两者大体上具有一种反方向变化的关系，或者说财政赤字与国民收入 两者存在一种同方
向变i七的关系，即 随着国民收入的增长，财政赤字也相应增大。线性回归方程表明，我国财

政收支余额与国民收入 两者的相关系数为0.72,表明 两者具有较强的相关关系。图二中的直

线表示线性回归方程，其系数表明当国民收入每增加 1亿元时，使财政赤字平均增加0.03亿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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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1950一1988年财政收支余额与国民收入两者之间的相关关系。

我国国民收入周期性波动引起财政收支余额周期性波动的内在机制在于，首先，随着国民
收入的波动，财政收入相应进行波动，即 作为财政收入来源的国民收入成为我国财政收入变

化的最重要原因，两者的相关程度达到0.96。其次，作为财政支出最重要来源的财政收入又成

为财政支出变化的最重要原因，而且财政支出的变化幅度超过了财政收入的变化幅度。这表
现为财政支出与国民收入也具有极高的相关性，相关系数为0.97。在39年中平均来看，当每
亿元国民收入变动时，使财政收入变动0.27亿元，而财政支出相应变动0.3亿元，支出超过
收入的幅度使得每亿元国民收入的变动引起了0.03亿元的财敢赤字。

以上分析表明，当我国国民收入增长时，财政收入相应增加，而后者又引起财政支出更
大幅度增加，从而使财政赤字相应增大；反之，当国民收入下降时，财政收入相应减少，而
这又引起财政支出更大幅度减少，最终使财政赤字相应下降。因此，我国40年中确实存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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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期性财政赤字。
周期性财政赤字存在的重要原因显然在于财政支出的弹性较高， 然而财政支出的不同组

成部分的变动弹性存在着显著差异， 而其中变动弹性最大和最活跃的部分显然是周期性财政
赤字产生的更基本原因。 根据＜＜ 中国统计年鉴＞＞的划分， 我国财政支出主要可以 划 分五 大
类： 经济建设费、 社会文教费、 行政管理费、 国防费以及包括债务支出在内的其他支出。

当财政支出总量发生变动时， 其中弹性较大的组成部分显然将相应发生较大变动， 因此
我们对上述五个部分财政支出的环比年增长率与财政支出总量的环比年增长率进行相 关 分
析。 结果表明， 经济建设费的弹性最大， 一方面它的相关系数最高为0.86, 另 一方面当财政
支出增长 1 ％时，经济建设费的增长率最高，达1.47% 。 如果进一步考察构成经济建设费主体
的基本建设支出， 便可发现其伸缩性最高， 一方面基本建设支出年增长率与财政支出年增长
率的相关系数为0.84, 另 一方面财政支出增长对基建支出增长的影响程度高达1. 63, 超过了
财政支出对经济建设费的影响程度1. 47。

以上分析表明， 基本建设支出是我国财政支出中变动幅度最大的支出， 从而也是引起周
期性财政赤字的最重要原因。 当国民收入增长速度较快， 从而财政收支比较宽松时， 基建支
出最容易扩张。 而当国民收入增长速度降低， 从而财政收支相应紧张时， 基建支出也最易收
缩。 这一分析显然与人们对我国实际经验的直觉相吻合。 40年中， 经济建设支出占我国财政
支出的平均比重约为51%，而基建支出占财政支出的平均比重约为34% ， 这表明他们在财政
支出中居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从而也足以构成周期性财政赤字的重要原因。

鉴于财政收支平衡状况存在着明显的阶段性， 我们有必要分析周期性财政赤字在不同阶
段中的地位。 在第一阶段 (1950一1961年）中， 财政收支余额与国民收入的相关分析表明，
两者相关系数为o.63, 每亿元国民收入变动引起财政赤字0.08亿元。 根据这一 线性回归方程
的系数， 可以推算出这一阶段中周期性财政赤字占整个财政赤字的比重大约为18%。 © 第二
阶段 (1961�1978年）中， 由于财政收支处于基本平衡状况， 因此不存在任何赤字。

第三阶段 (1979一1988年）中， 财政收支余额与国民收入的相关分析表明， 两者的相关
系数为0.47, 每亿元国民收入变动引起的财政赤字为0.02亿元。 同样根据这一关系可推算出
该阶段的周期性财政赤字占整个财政赤字的比重为10 ％左右， 与第一阶段相比， 周期性财政
赤字的相对重要性有了明显下降。 根据以上对周期性财政赤字原因的分析， 可以发现在这一

阶段中，经济建设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降至42% ，基建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降至25%， 均
明显低于上述 40年的平均比重，当然更低于1979年以前的平均比重。这一事实反过来进一步证
明，以基建支出为主的经济建设支出的周期性波动，是我国周期性财政赤字存在的重要原因。

三、 我国结构性财政赤字存在的原因

由千结构性财政赤字的重要性在改革以来显著增强， 因而我们以下集中千分析近10年形
成结构性财政赤字的原因。 从理论上讲， 结构性财政赤字既可以由财政收入或财政支出单方
面的原因引起， 也可以由两方面的共同作用引起。 然而， 表一的数据表明， 改革以来的结构
性财政赤字是由财政收支双方共同的作用引起的。

从财政收入方面来看， 在近40年和前两个阶段中， 财政收入的平均增长速度均高于周期
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 但在近阶段中却相反低了大约5个百分点，同时近阶段财政收入的平

均增长速度也低于40年的平均增长速度， 如果考虑到近一 阶段价格上涨的影响， 这一差距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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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这表明近10年中，财政收入的绝对增长速度和相对增长速度都降低了。再从财政收入占国
民收入的相对比重来看，近阶段的比重与40年和前两阶段的平均比重相比都略偏低。

表一：财政收支相须葬外收入的变化状况

三％） 时：司～ 1 1950一 1988 1 1盂芞器1 1声黜
- －－ － 

－
－-

财政收入年平均增长率 10.s I 17.2 I 7.o

财政支出年平均增长率 10.6 16.5 I 6.7

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 ！ 
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平均比重 1

财政支出占国民收入平均比重

预算外收入年平均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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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1988年中国统计年鉴〉〉。

从财政支出方面来看，尽管财政支出的平均增长速度在近10年中低于同期国民收入的增
长速度，但却略高于40年的平均水平。更能说明间题的是，近10年财政支出占国民收入的平

均比重均高于40年和前两阶段的水平。
以下我们进一步分析国民收入结构的变化和从财政收入方面分析财政收入本身结构的变

化，以及从财政支出方面分析财政支出结构的变化对结构性财政赤字的影响。
(1) 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变化。 l 

改革以来，国民收入的分配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即由改革前的中央高度统 一 收 入
到改革后收入向地方、部门、企事业单位和个人的分散流动。这样 一种结构性变化显然对财
政收入增长速度的下降具有非常直接的影响。鉴于预算外收入反映了地方、部门和国营企事
业单位的自有资金，因此这一指标的变化是改革以来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变化的最显著标志。

从表一 可以看到，近1\0年的预算外收入平均增长率高达20.7%，比同期 财政收入增长速
度超出 一倍多，同时也明显快于同期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再与40年和前两阶段相比，近10

年的预算外增长都有显著提高。在如此高的增长速度下，使得预算外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
达到18.6%，远远高于前两阶段的4.1％和7.3%，并且恰好是 建国以来平均水平的两倍。

以上分析表明，作为改革以来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变化重要标志的预算外收入的高速 增长
是造成财政收入增长速度下降的重要原因，从而也是引起近年结构性财政赤字增长的重要原
因。

(2) 财政收入结构的变化。

如果说国民收入分配 结构的变化从外部对财政收入带来影响的话，那么财政收入本身的
结构变化也会从内部对财政收入造成影响。我们从国民经济部i”]结构的角度来分析财政收入
的内部结构，即将国民经济划分为工业、农业、商业、运输和建筑五大部门，这样划分主要

是由统计资料的可获得性决定的。
从表二可以发现，在1979年以前，相对于部门国民收入占整个国民收入的平均比重而

4.1 7.3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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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工业、 商业和运输业的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平均比重较高，例如工业的国民收入
比重为36. 5%， 而工业的财政收入比重却为61. 2%；反之农业和建筑业的财政收入占整个财
政收入的平均比重较 低，例如农业的国民收入比重为43.4%，而其财政收入比重仅有9.7%。

表二 财政收入和国民收入的部门结构变化

项 目 (%)

部门占全部财政
收入平均比重

A/B • 
部门财政收入年
均增长率

A/B • 
部门占全部国民
收入平均比重

A/B 
部门国民收入年
平均增长率

A/B 

I
/-
1

*

＿

_
1f

1-
I

 

A

B

A

B

A

B

A

B

 

工 业
79.3 
61.2 
29.6 
p.1

14.4
-64.6

46.2
36.5
26.6
11. 4
10.3
10.7

农 业
4.0 
9.7 

-58.8
15.6
0.8

1850 
37.3 
43.4 

-14.1
14.2
4.2 

I 238 

商 业
0.3 

15.1 
-98

0.7
9.5 

- 92.6
7.6

11.8 
-33.6

13.6
4.7 

I 189 

运 轮
6.6 
7.6 

-13.2
1
0
2
6
3
3
3
2

飞

7
17-
58-
3
上
巴
：
82

＿

＿

 

建 筑
0.3 
0.、2

50.0 
21.8 
6.1 

257 
5. 4
4.4 

22.7
18.5
7.1 

I 160 

A—1979~1985年数据， B-1952~1978年数据， B ＊一1950~1978年数据。

资抖来源： （（ 1988年中国统计年鉴〉％

基于两点原因，我们假定1979年以前的这种财政收入部门结构相对于当时的国民收入部

门结构为一种近似合理的结构。 第一，从实际经验来看， 这样一种财政收入部门结构在29年

中并没有引起显著的财政赤字，相反却有长达17年之久的财政收支基本平衡时期。 第二，从

工农业这两个作为国民经济最主要的部门来看，这样一种财政收入结构有其内在原因： 农业
部门对国家财政的贡献一方面直接通过税收形式， 但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通过工农业产品价

格
，
“剪刀差” 的形式，将农业部门创造收入转移给工业再上缴财政。

1979年以后，财政收入的部门结构本身以及相对于国民收入的部门结构 而言发生了如下

变化： 工业和建筑业的财政收入比重从绝对水平和相对水平来看都提高了， 而农业和商业的
财政收入比重却绝对和相对地下降了，运输业的财政收入比重没有发生明显变化。

工业的财政收入比重从1979年以前的61,2％上升到79.3%，上升幅度为29.6%，尽管同

期工业国民收入比重也提高了， 但这一增长幅度为2-6.6%，低于财政收入比重的增幅。 再从

1979年以后工业财政收入和工业国民收入的平均增长速度来看，在 5个部门中都居于倒数第
二位。 这样一个低增长部门，其财政收入比重绝对和相对的提高，显然对于财政收入带来的

影响是负面的。
农业财政收入比重从1979年以前的9.7％下降到 4 %，降幅为58 .8%，尽管同期农 业 国

民收入比重也下降了，但其下降幅度只有14.1%，远低千前者的降幅。 如果说1979年以前的工

农业财政收入相对比重反映了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的状况， 但在1979年以后农产品价格上升的

情况下这种财政收入比重的变化便无合理的依据。 再从农业财政收入和农业国民收入1979年
后的平均增长速度来看，都居于 5个部门中的第二位（仅次千建筑业）， 显然经济高增长的
农业部门的财政收入比重绝对和相对下降，对于财政收＇入带来的影响必然也是负面的。

从表二的数据可以发现，1979年以后的商业财政收入的发展状况，是所有部门中问题最
严重的。 商业的财政收入比重从1979年以前的15.1％下降到0.3%，降幅达98%， 远远高 于

商业国民收入比重在同期的降幅33.6%。 从商业财政收入增长速度的变化来看， 从1979年前

的平均增长率9 .5％到1979年后的0.7%，降幅为92 .6%、 因此商业财政收入比重的变化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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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是由商业财政收入增长速度变化引起的。然而商业的国民收入增长速度相反却从1979年前
的4.7％上升到1979年后的13.6%，增加幅度几乎为2倍。从各部门的比较来看，1976 年 后
的商业属于发展较快的部门，居千第三位。这样一个发展较快的部门，其财政收入比重和速
度的严重下降，显然对财政收入造成了不利影响。．

上述分析表明，1979年以后财政收入部门结构中，工业、农业和商业比重的变化对财政

收入造成了不利影响，从而这种部门结构的变化成为结构性财政赤字增长的原因。
(3)财政支出结构的文化。

表三 各项财政支出的平均增长速度和比币

企寸V挖潜项目（％） 桂本建设支出1洗动资金 地质勘探费支农费 国防费l [ 1和新产品费
~－ -

79 年前的年平均增长率 1 13. 7 I 5. 0 i 5.9 I 14.5 I 13.9 I 6.6

79年后的年平均增长率 1 3.2 I -17.7 : s.s I 4.6 I 7.o I 2.6

i 1.0 : 4.8 I 1.1 I 1.3 I 9.6 79 年后占财政支出比币 24.3 
= — - ＿_＿ ＿_ ＿  -－ ． ＿  ＿ ＝ － －  · — �=-= -��=�—-－ － ． － ＿_ _＿ 

项 目（％） l工交商部门社会福利费文科卫事业费1行政管理费债务支出 财政补贴
事业费

79年前年平均增长率 4.2 

-－ _ _＿ 1 

7.4 I 11.8 I 4.8 I NA : NA 

79年后年平均增长率 7.0 / 8.0 I 15.6 / 16.3 I 15.2 : 16.9 

79 年后占财政支出比重 1.3 i 1.2 I 13.4 I 6.2 I 2.3 I 22.7 

注I (1) 占财政支出比重＝ 近10 年某项财政支出累计额
近10 年财政支出累计额

X 100% 

(2)这里财政补贴，包括价格补贴和企业亏损补贴两项。
资籵来惊： （� 1988年中国统计年鉴〉〉

在周期性财政赤字的分析中，我们已指出由于经济建设支出（特别是其中的基本建设支
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在1979年以后有了明显下降，从而使得财政支出中由千经济周期波动

引起的周期性支出所占比重下降了，而非周期因素引起的财政支出则增长了。

从表三可以看到，在各项财政支出中，基本建设支出、流动资金、企业挖潜改造和新产
品试制费、地质勘探费、支援农业费和国防费的平均增长速度在1979年以后都下降了，而且
1979年后的平均增长速度均低于同期整个财政支出的平均增长速度10.9%，因此这些项目支
出显然不是造成1979年后财政支出平均增长速度提高的原因。在其余支出项目中，工交商业

部门事业费和社会福利费的平均增长速度尽管在1979年后有所提高，但仍低于同期整个财政

支出的平均增长速度，而且这两项支出在整个财政支出中的比重很小，合计只占2.5% ， 因
此他们显然也不是造成近年财政支出增长速度加快的主要原因。

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和行政管理费的平均增长速度在1979年后加快了，并且均高千
同期整个财政支出的平均增长速度，加之这两项支出合计占整个财政支出的比重达到 近20%。

因此他们显然是造成财政支出增长速度加快的重要原因。

债务支出和财政补贴这两项支出在1979年以后的平均增长速度均明显提高。就债务支出
来看，在1979年以前的29年中共计108.61亿元，而近10年却达到464,8亿 元，增加了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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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 而且侦务支出的增长速度高千同期整个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 显然， 侦务支出与财政支
出（以及财政赤字）之间存在着一 种互动的关系3财政支出的过快增长造成财政赤字增大，
从而使政府侦务增大和侦务支出增加， 反过来侦务支出的增加义进一 步推动了财政支出的增
加。

就财政补贴来看。尽管我们缺乏1979年以前的数据，但从表三可以看到1979年后财政补贴
的平均增长速度高达16.9% ， 是同期各项财政支出中增长速度最快的， 并且比同期整个财政
支出的平均增长速度高出 6 个百分点；而且近10年的财政补贴累计达4621.74 亿元， 占同 期
整个财政支出的比重22.8% ，成为仅次于基本建设支出 24.3 ％的第二大项支出。 因此，财政补
贴显然是近年财政支出速度加快的最主要原因， 也是引起近年结构性财政赤字增大的重要原
因。

(Dl986年以前，财政收
．

支中扣除了财政对亏损企业的补贴和价格补贴，而在 1986年以后将价格补贴计
入财政赤字，从而只扣除亏损企业补贴一项。参见王丙乾《关于1985年国家预贷执行悄祝和 1986 年国家预
算草案的报告〉〉，《财政》杂志1986年第 5 期。

＠以上数据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有关数据调整而得， 如按我国财政统计中的财政收支概念统计，
则出现盈余的年份有20年，累计盈余额173.2亿元，出现赤字的年份有19年， 累计赤字额938.7亿元， 39 年
累计财政收支余额为赤字765.5亿元，平均每年有19.6 亿元的赤字。

＠东欧国家数据引自《国际经济和社会统计提要〉〉， 发达国家数据引自伽界银行 ((1988 年世界发展报
报〉〉，中国数据引自« 1988年中国统计年鉴》。

(4)这一划分吵参见（美）菲力蒲·凯廿主纠l的（（赤字经济〉片中国财政经济出版让。
＠关于我国经济活动的周期性可参见张风波（（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人民出版社。
＠否定意见可参见梁天征的（（关玉近几年财政赤字间题的实证分析〉〉一文， 见《财贸经济〉〉1987 年第

5期。
＠周期性财政赤字的计算公式为：某年的周期性财政赤字＝某年国民收入增用 X 每亿元国民收入变动

引起的财政收支余额变动隘。

（上接第27 页）逐步形成一支善于搞外经贸工作的专业队伍。
（五）责全筹集问题。 乡、村集体参与开发需要大量资金， 除充分利用集体企业的积累

外， 要多渠道筹集资金。 可采取建立合作股份制开发公司筹资和发动乡、村集体企业职工向
本企业投资入股等办法，广泛发动农民集资， 把消费资金转化为生产资金。 与此同时， 各专
业银行和其他金融单位， 要在信贷上给乡、村集体企业大力支持。 多方筹集开发资金， 以此
吸引内外资合作经营。

（六）部门服务问题。 要使乡、村企业在参与开发浦东中得到新的发展，市、县有关部门
必须全力支持， 主动服务。 据一些乡反映，目前市、县有关部门领导这个层次， 态度热情的，
支持、服务的观念是强的， 确实帮助基层解决了不少问题， 但是也有少数具体办事人员， 态
度不热情， 服务不主动， 个别的在处理某些问题土成了 “肠梗阻” ， 往往使基层贻误时机，
造成损失。 为此， 要教育各部门干部， 牢固树立为基层服务的观念， 变 “基层求上门办事”

为 “主动下基层服务” ， 为基层讲解政策规定， J开展咨询服务；减少工作环节， 提高办事效
率， 特别对审批项目、登记发证等， 能今日办的不拖到明天；从实际出发执行政策规定， 只
要不违背原则， 能变通的尽量变通， 尽量给基层方便， 为川沙经济发展， 为浦东开发多作贡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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