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最大、影响最深的三项重大的财

税体制改革在全国全面实施。三项

改革同时推出，涉及各级政府、所有

企业、广大民众的切身利益。由于准

备时间确实太短，大家有许多担心，

特别是对增值税的实际操作和 1月

份的财政收入状况心里不踏实。财

政部领导最揪心的，还是财政收入

问题，是各部门最基本的支出能否

得到保证。当时分管预算工作的副

部长项怀诚说，他是“忧心忡忡、寐

不安席”。刘仲藜部长则请朱镕基

同志破例批准财政向央行临时借款

150亿元，以备“万一”。1994年2月

8日，1月份的财政收支报表显示收

入 277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06

亿元，增长 61% ，这是令人兴奋的数

字！看到简报，部领导心里的一块石

头落地了。刘仲藜部长第二天就向朱

镕基同志报告了情况，接着就把借

的 150亿元还上了。以后的财政收入

数据还显示，1994年每个月的财政

收入都比上年同期增长，全年增加

了869亿元，比超高速增长的 1993

年还增长了20% ，是以前历史上少有

的。改革得到了实践的检验。
1994年2月17日，朱镕基同志亲

自主持会议，听取了财税、经贸和体

改部门关于财税改革出台后的情况、

问题和解决意见的汇报，肯定总体情

况是顺利、正常的，各界反映是好的，

实践证明，改革方案是正确的，要求

财税部门继续深入调研，及时解决

改革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同时决定：

作为过渡措施，对税负变化过大，企

业难以承受的少数行业给予特殊过

渡政策；对国家过去批准的减免税

政策，在一定时限内，有选择地保留

一部分，以保证改革的顺利实施和平

稳过渡。为此，财政部门先后下发了

83个过渡性政策文件，主要内容有

对 1993年 12月31日以前设立的外资

企业增值税新增税负五年内“先征后

返”；将农产品、金属矿和非金属矿

采选产品的增值税率由17% 调减为

13% ；对企业的期初存货已征税款，

在五年内分期抵扣增值税；对副食

品企业批发业务增值税新增税负在

一定期限内“先征后返”；对高新技

术企业减按 15% 税率征收所得税；

对校办企业和民政福利企业和新办

劳动服务就业企业，减征或者免征

增值税或所得税，等等。
实践证明，这次财税体制改革是

十分成功的，是具有基础性、根本性、

方向性和制度性的改革。对于这次改

革，朱镕基同志给予了高度评价，他

在 2002年12月25日接见全国财政

工作会代表时说：“1994年进行的财

税体制改革……是建国以来力度最

大、成效显著、影响深远的改革，决

策科学、设计周密、实施有力、运行

平稳。财政收入的大幅度增长，为经

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财力支

撑。”他还曾经幽默地说 ：“应该给那

些在财税改革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同

志每人挂一个大奖牌！”我想，那不

会是数十、数百计，而一定是数以千

计、数以万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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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中欧财金对话在京举行

由财政部朱光耀部长助理与欧盟内

部市场与服务总司霍姆奎斯特总司长共同

主持的第四 次中欧 财金对话 近日在北京

举行。会上，中欧双方就宏观经济政策、

财金领域的相关问题展开了对话 和交流。

（本刊记者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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