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资产收益，做到应收尽收。

（五）促进实物形态的资产管理与价值形态的资产管

理相结合。资产管理与资金管理是财政管理的两大组成部

分。在对行政事业单位实物形态的资产管理与价值形态的

资产管理上，要坚持双管齐下，重点强化 实物形态的资产管

理，管好用活资产，为经济加快发展服务。一是优化 配置

资产。对资产占有使用情况进行清理。对清理出来的闲置资

产，由政府统一调剂使用，促 进资产优化 配置。二是建立共

享机制，有效地盘活存量资产。对各单位使用率低或闲置

的资产，进行科学合理的调剂使 用或建立共享机制，对调

剂后仍闲置的资产，如房产、土地、大型设备等实行公 开拍

卖，用好用活资产。三是对具有开发、服务等功能的事业单

位，根据功能进行整合。建议将具有开发、服务功能的事业

单位分类，将重复、交叉、重叠的同类事业单位，如各类培

训中心等进行整合，统一交由一个或几个部门进行管理，将

整合后闲置的资产公 开拍卖或实行市场化运作。四 是调整、

变现优质资产。通过调整办公 地点的方式将部分行政单位

占用的黄金地段房产和土地通过市场进行变现，筹集资金

支持经济发展。五是积极探索事业单位财会制度改革。将

现行的以 收付实现制为基础的财务会计制度，改革为以 权

责发生制为基础的财务会计制度，促进事业单位强化 成本

效益观念，加强资产管理，并促进科学准确地评价事业单

位的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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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后的资源税条例自1994年施行以 来，中间虽有调

整，但无大的变动。在当前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实

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大背景下，资源税本身所固有

的局限性也随之暴露出来。如征收范围过窄、税负与产品 价

值相背离、调节作用失灵、不利于节约资源等等，已不能满

足 当前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因此，改革现行的资源税征

管机制，建立与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相适应、与市场经济相匹

配、与自然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相协调的新的资源税征管

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要调整资源税 税 收政 策。改 进征 缴 方式，按照资

源税调节级 差收入的设 立宗旨，变当前“从 量计征”为“从

价计征”。制定合理的资源税 税 率，以 矿产品的销售价格

为计税依据，税率可按矿产资源的优 劣等级、开采难易程

度实行固定比例税 率，依 法依率计征。选择好 资源税 改

革政 策出台的时机与突破口，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事半功

倍的效果。

二 要加强对矿产企业的管理。在相关法规条例中明确

规 定矿产企业的准入资格，严格限制无开采能力的小企业

和个人进入。规定矿产企业环境保护指标、矿产品 开采利用

率等，严禁滥采滥挖、破坏环境，促进资源节约与保护。加

强监督检查，建立工 商、矿产、安监、公 安等部门联合监控

体系，确保矿产企业有序生产与矿产资源的科学合理可持续

开发，培植壮大稳定的财源，实现财税收入持续增长。

三要扩大资源税征 税范围。除了继续完善对当前资源

税7个税目的征收外，随着时间的推移，经验的积累以 及社

会经济发展程度的提高，还要扩大对国计民生有重大影响、

对生态环境有重要保护价值、在市场经济中有巨大效益的

自然资源的征税范围，使资源价值得到充分体现，税 源得

到合理开发。

四 要妥善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虽然资源税属于地

方税，各地为此项改革也做了很 大努力，尤其是资源大省，

但其立法权属于中央，所以，资源税改革除了要赋予地方政

府一定的税 率调整权外，还应从 有利于调动中央与地方共

同保护自然资源的积极性出发，在合理划分二者对资源税

分配权益的前提下，充分调动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

五要处理好各部门之间的关系。资源税改革以 改“从量

计征”为“从价计征”为核心。目前在开发、生产、销售环节，

企业被征 收的收费基金项目较多，其中包括矿产资源补偿

费、探矿权采矿权价款和使用费、登记类收费、煤炭可持续

发展基金、水资源补偿费、煤炭价格基金等。这些收费基

金，既有中央和地方批准的，也有地方违规、越权设立的。

实行资源税 改革，必然要触犯某些部门的切身利益，因此，

在具体的改革过程中，应妥善处理好与这些部门的关系，确

保资源税改革顺利实施。

（作者单位 ：河北省廊坊市财政局  西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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