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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财税基础理 论  献计西 部大开发
——全国 财税与西部大开发高级研讨会综述

本刊记者  ★方震海★

2000 年 1 1 月 1 1 日，全国财税与

西部大开发高级研讨会在西南财经大学

开幕，来自全国各地的约40位专家学者

参加了本次为期2天的研讨。研讨会的

中心议题是财政的基础理论问题和如何

发挥财税作用促进西部大开发。著名经

济学家许毅在会上作了专题报告。

关于财政基础理论问题。西南财

经大学王国清教授认为， 财政的本质

就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关系，这无

论对资本主义财政， 还是社会主义财

政都是适用的。社会主义财政本质的

社会特征用 “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来概括，资本主义财政本质的社会特

征则用 “取之于民、 用之于己” 来

描述。“民” 与 “己” 仅一字之差，

便反映了社会主义财政和资本主义财政

在社会属性方面的本质区别， 反映了

不同的分配关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教授梁尚敏提出， 我国财政理论围绕

市场经济下要不要实行政府为主体的公

共财政， 包括国家和政府、 公共产品

和公共物品等概念的争论， 无疑都是

不可避免的。但是，与其在这方面争

论不休，甚至针锋相对，还不如把主

要精力放到如何发展国家分配论、 如

何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公共财政理论体

系、 如何引导财政走创新发展之路，

要现实、 有效得多。因为理论的继

承、 创新总是推进财政改革和发展的

强大力量， 而不断为实践提供新的理

论指导，则是财政改革和发展尽可能

少走或不走弯路的根本所在。

关于西部大开发问题。大家一致

认为，与昔日的东部开发相比， 今天

西部大开发的背景已发生了深刻的变

化，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既克服困

难， 又站在一个较高的起点，充分利

用各种有利条件，切实搞好西部大开

发 。

许毅教授提出，地方政府在西部

大开发中要扮演好如下几种角色： 一

是要做好 “导演” 角色。地方政府

要根据国家西部大开发的发展战略，

认真做好本地区的发展规划， 确定本

地区的产业政策；在国家宏观调控政

策的前提下， 制定符合本地特色的各

项优惠政策；在发展当地经济、引进

区域外人才、 技术和资金上，确立侧

重点；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时机，确立

发展规划的分布落实方案，从而使本

地区的开发能在政府的指导下，有序

开展。二是要做好 “剧务” 角色。

要在西部进行资源优化配置，关键是

各地要根据积极财政政策的引导，做

好具体的落实工作，如： 交通、通

讯、能源等基础设施的建设；生态环

境的保护和治理；社会治安环境的稳

定等。三是要做好 “导游”的角色。

西部地区要诚心诚意地请外地的企业进

来，一个管道对投资者，集中办理，规

范管理。要变“来一个宰一个”为“来

一个养一个”，真正能引得进，留得下。

四是要做好“服务员”的角色。地方政

府应甘当企业的服务员， 要在不违背

政府既定的规划、 产业政策等前提

下，从要求企业干什么转变为根据企

业的要求提供服务。五是西部的企业

主管部门或企业领导阶层，要成为外

来投资者的 “合作者”。

财政税收支持西部大开发是一项系

统的战略选择。研讨会达成的共识

是：应抢抓机遇，以西部为试点，进

一步深化财税改革，既创新体制，又

创新政策和管理， 充分发挥财税杠杆

的 “助推器” 作用，促进西部大开

发和可持续发展。

中国财政杂志社郭代模研究员认

为，财税战略的制定要由干预微观经

济活动转向主要实施宏观调控， 着眼

于对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进行前瞻性的体

制和政策引导。首先，创新财政税收

体制，增强西部地区的自我开发能力

和经济自主能力。主要是建立起全国

统一、倾斜西部的新型财政税收体制。

收入机制方面，清费立税，理顺分配，增

加财政收入；完善分税制，调整利益

关系，调动各方积极性。支出机制方面，

改革预算体制，加大支出结构调整力

度，增加财政的公共性及准公共性投

入；改革转移支付制度，不以基数作

为返还基础， 不以全国平均水平作为

西部地区财政返还的参照系数， 并加

大对西部的专项补助。投融资体制方

面。政府不再依赖行政手段来调控西

部地区的投资，而以产业政策、 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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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惠和市场导向为主来进行引导，同

时考虑组织西部开发银行和组建西部实

业投资基金。另一方面， 由中央政府

组织发行西部开发特种公债，实行专

款专用，增加西部基础设施建设的财

力投入。条件成熟时，可以授权地方

政府甚至一批重点企业进行发行公债的

试点。税收体制方面。主要是取消原

有的抑制通货膨胀的课税，适应开发

西部的新形势，增加倾斜西部、 鼓励

投资和技术创新的内容。第二，创新

财政税收政策，促进西部地区产业结

构的创新、 优化和升级。在具体税收

政策方面，一是继续实施有限的直接

税收优惠。二是实施积极的间接税收

优惠。三是加大科技税收优惠。在具

体财政政策方面，主要是增加支持重

点的财力投入转移支付，并注意适度

投入和支出效益。第三，创新财政税

收管理，提高西部地区的财政支出效

益和税收管理水平。财政支出管理方

面，主要是实行民主理财；对西部的

重点项目建设全面实行工程公开招

标；大力推行政府采购制度等。税收

收入管理方面，主张走科技收税与依

法治税相结合的道路，在运用现代科

技手段加强税源监控，组织各项税收

收入的同时，组建税务警察和税务法

庭， 强化税收执法。

财苑风貌 栏目主持：张 沁

青 春 无 悔 谱 华 章
——记河北省围场县石桌子乡财政所所长马力杨

赵广峰

1 9 9 4 年马力杨从承德财校毕业，

兴奋地拿着被分配到石桌子乡财政所的

干部介绍信，问一个熟人：“石 桌子

乡什 么 样 子？” 熟 人幽 默的 说 ：

“好，特清静 ，还通 自行车呢。” 当

马 力杨到 乡政府报到时，他所看到的

比他最差的想象还糟糕——全乡全年财

政收入只有 1 4.2 万元，一年的工资只

发了四 个月。 面对偏僻落后的石 桌子

乡， 马 力杨没有因此沮丧灰心，而是

暗下决心，默立誓言：一定要让石 桌

子 乡财政尽快旧 貌换 新颜。光阴似

箭，五年过去 了， 马 力杨用 自己的汗

水和智慧使石桌子乡财政结出了累 累硕

果，1 999 年石桌子乡财政收入达到 72

万元，较 1 994 年全年财政收入增了五

倍多，自 1 995 年起年年超额完成县局

下达的收入任 务，自 1 996 年起及时足

额发放 了公教人员工资， 1 997 年石桌

子乡财政所被承德市财政局评为先进单

位。马 力杨本人凭着自己的能 力和出

色的成绩，赢得 了各 级的好评和 信

任， 1 9 9 5 年 马 力杨任财政预算会计，

1 996 年初被提升为财政所长，同年正

式加 入中国共产党，自 1 995 年连年被

乡党委评为先进工作者，被县局评为

财政 系统先进个人， 1 9 9 8、
1 9 9 9 两

年受县政府嘉奖。

马 力杨是 个 “大能人”

说 马 力杨是个大能人，是因为他

根治了石 桌子 乡财政困难的根源，发

展壮大了全乡财源。 1 994 年石 桌子乡

的 1 4.2 万元财政收入农业税收入就占

了 6 0% ，财力转化率较高的工商税收

及其他收入只 有 40% 。刚刚分配到工

作单位不 久， 马 力杨便开始 对石 桌子

乡财政进行深入 调查研 究，他 发现：

石桌子乡财政困难的根本原因是财源匮

乏。为此，他把主要精力放在财源培

植 上 。

他是个体工 商户的知心人。 1 9 9 4

年以前石桌子乡是全县有名的企业白点

村，群众思想封闭，满足于日 出而作

日 落 而 息， 全 乡竟 无一户 个体工 商

户。马 力杨到石 桌子 乡后 ， 开始 动 员

群众搞个体，并帮助 两个较有潜 力、

有能 力的年轻人分别办起 了饭店和商

店。饭店 、 商店挣钱 了，可以 缴纳

税收，更重要的是这两个饭店、 商店

起到 了较强的带头作用， 全乡的其他

个体工 商户 如 雨后春笋地建 了起 来。

马 力杨抓住这个有利时机， 为更快地

帮助个体工商户队伍壮 大，向个体工

商户提供 了全方位的服 务，新建个体

工商户的所有证照 全部都由 马力杨出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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