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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财政的本质要求提供公共财力的纳税人讲求诚信纳税，同时

也要求分配和使用公共财力的政府讲求诚信理财。但是，要做到诚信

纳税和诚信理财，不仅需要道德理念上的约束，更重要的是要进行相

关的制度建设。
公共财政需要诚信纳税

公共财政归根结底要来源于社会劳动者以及其它各种要素的拥有

者创造的社会财富，即来源于政府对企业和个人课征的税收。纳税人

之所以要向政府纳税，并非是对政府的贡献，也并非是个人的经济损

失，而是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必要代价。如果没有公共财政为社会发展

提供公共产品，企业和个人就要以私人产品来供给。这样的供给方式

不仅效率低下，而且会形成外部效应，导致收益与成本之间的不对

称，进而使得许多应该配置的资源无法得到满足。因此，为公共财政

的运行而向政府纳税，是与纳税人的切身利益紧密相关的，进一步

说，纳税是每个纳税人为寻求自己的最大利益而提前垫付的成本。
纳税既然是自己的事情，照理说，纳税人就应该像做自己的事情

一样，依照诚实守信的原则向政府照章纳税，而不应该讨价还价，随

意欠交税款，甚至偷税骗税。但是，事实上违反税法的纳税人却大有

人 在。根据有关资料，近年来我国每年税收流失超过千亿元。
纳税不讲诚信，对公共财政的运行具有很大的破坏性。因为作为

执掌财政分配的政府，在财政的一收一支中，都要代表整个社会的利

益，而不是、也不可能是只代表那些愿意诚信纳税的企业和个人的利

益。公共产品的一个基本特征就在于它的非排他性，这样，那些应该

纳税而事实上却在逃避税收的纳税人，就和正常的纳税人一起享受着

政府对他们的服务。不同的是，诚信纳税者享受的服务是付费的，而

非诚信纳税者享受的服务则是免费的或者低费的。从这个意义上说，

非诚信纳税者侵犯了诚信纳税者的利益，是一种谋取不义之财的行

为。显然，非诚信纳税行为的存在降低了公共财政的运行质量，破坏

了公共财政的公平原则，并不可避免地对诚信纳税机制造成消极性影

响。可见，公共财政与非诚信纳税是不相容的。
诚信纳税需要诚信理财

要使纳税人做到诚信纳税，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切实维护纳税人的

利益，要求政府对纳税人诚信理财。如果纳税人看到自己的财富通过

政府的运用能够产生更大的收益（包括无形收益），就易于形成他们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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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纳税的观念；反之，则会使他们产

生被迫无奈纳税的情绪，甚至是拒

绝或逃避承担纳税义务。客观地

看，政府的理财效果并非都是能够

被加以控制的，由于某些公务员自

身素质的限制，由于某些不可控因

素的存在，也由于某些技术条件的

欠缺，在政府理财的过程中发生一

些财力的损失是不可避免的。但

是，在有些情况下，我们也确能看到

这样的情形：对财力的损失能够控

制而不去控制，对公共物品不像对

待私人物品一样给予足够的关心；

草率行事，不计后果，甚至是有意挥

霍，贪赃枉法，从而使纳税人的钱付

诸东流。这样的理财行为应属于非

诚信理财之列。不仅在中国，而且在

世界上许多国家，包括一些法律制

度健全的国家，慷纳税人之慨，挥霍

纳税人钱财的情况并非少见。我国

媒体频频批评的公款吃喝、出国旅

游等案例就是典型的表现，更不要

说一些被揪出的贪官是如何疯狂地

敛取钱财，动辄将上千万、上亿元的

黑钱装进个人的腰包。

值得指出的是，某些政府机关

或权势单位通过种种手段 ，乱收

费，滥收费，设立单位的小金库，为

单位职工提供好的福利待遇，甚至

是为单位的领导提供花钱的便利。

这似乎与纳税没有什么关系，也不

涉及政府诚信理财的问题。其实，稍

加分析，就可知道，它们之间不仅有

关系，而且关系十分密切。首先，乱

收费和滥收费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对

税源的挤压 ，是政府税收的变相形

式。特别是从纳税人的综合负担考

虑，无论是税还是费，都是对他们的

利益进行的再分配。如果税收负担

是正常的，那么收费就是额外附加

的。其次，乱收费和滥收费尽管不是

由税务机关征收的，但在纳税人的

眼里，所有收费机关都是政府机构

的组成部分，收税与收费都是为政

府运转筹集资金的形式。再次，从财

政的角度看，任何国家机关或有权

力的单位独立掌握资金的分配使用

权利，都会扰乱政府对公共财力的

统一安排，造成资金使用上的低效

率。因此，乱收费、滥收费损害了纳

税人的利益，也是政府非诚信理财

的重要表现。
诚信纳税与诚信理财都

应该纳入制度化管理

诚信在本意上属于道德范畴。

因此，要使纳税人讲究诚信纳税，使

政府做到诚信理财，必须注重提高

整个社会的文明道德水准，在政府

和纳税人之间普遍形成互相尊重、

互相理解的价值观念。无疑，这需要

有一个相当长的认知过程。同时，为

了促进诚信纳税和诚信理财，也需

要考虑在制度建设方面做出相应的

努力。

一是要使税收制度更加公开透

明，与居民收入水平相适应。一种税

收的制度和政策是如何确立的，为

什么需要这种税，它对哪些人的负

担有影响，纳税人应该有知情权。那

些不公平的税制，那些受到纳税人

抵制的税制，应该适时地加以修改

和完善。根据税收的课征原理，不同

的税种具有不同的征收领域，纳税

人、课税对象、税率乃至于征收方式

的选择都可以 产生不同的政策效

应。流转税制对普通社会阶层的影

响更大，而所得税制对富有阶层的

影响更大。在一定的时期内，政府对

税制的抉择如果与居民收入水平相

适应，就能够被大多数人所接受，并

乐于坚持自觉纳税。
二是要鼓励诚信纳税，鞭策非

诚信纳税。国际经验证明，建立起鼓

励诚信纳税 、 鞭策非诚信纳税的制

度，是税收征管机制不可缺少的重

要环节。可以 考虑将纳税人的纳税

行为好坏与其社会荣誉 、 社会地位

和经济利益相挂钩。一个在纳税义

务方面不守信用的人，很难说他能

够通过自己诚实的劳动和良好的思

想道德品质赢得人们的信任 和尊

敬。对那些已经取得社会荣誉和社

会地位的人，有必要让他们公布自

己 的纳税情况 ，广泛接受社会监

督。凡是有意逃避纳税义务的名

人、要人，都应该摘去他们头上的光

环。同样的道理，一个千方百计逃避

纳税义务的企业，也很难说它们的

生产经营不会损害消费者的利益。
对于这样的企业，有必要使其在信

贷、财政补贴、政府采购投标等方面

给予限制。而对于那些遵纪守法、一

贯诚信纳税的企业和个人，政府不

仅要给予荣誉上的表彰，树立优秀

纳税人的形象，而且还要在政府服

务等方面给予更多的便利和优惠。
三是要实行政府预算的民主化

管理，加强公众对预算的监督。预算

是政府理财的基本手段。预算资金

如何安排，体现着政府的一定政策

倾向，关系到每一个纳税人的切身

利益。要使纳税人 支持国家的政

策，就要给纳税人以关心和参与预

算监督的机会和途径。为此，需要考

虑在预算决策的程序上，采取必要

的改革措施，尽可能使决策部门听

到正确的社会舆论，并在最终的预

算资金分配上反映大多数纳税人的

呼声。同时，在预算的技术层面，要

尽可能详细设计，项目不宜过于笼

统。否则，不仅不利于社会公众对预

算进行监督，也容易导致在预算执

行中产生过多的随意性。在预算资

金的拨付上，则需要控制资金的流

动环节，推行国库集中支付制度，减

少由于环节过多，流程过长，而造成

资金在中间环节的流失。当然，由于

政府预算的复杂性，客观上决定了

普通纳税人无法直接对预算的决策

和执行实施有效监督。解决这个难

题的可行办法 ，就是通过有专业知

识的人民 代表和人民代表大会的专

门机构来切实地履行好监督责任。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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