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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财政收入结构变化

  建设立体财源

马保军

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财政收入

持续稳定增长，但由于收入结构发生

了较大变化，导致地方可用财力的增长

速度放慢，远远满足不了经济发展和社

会各项事业的需要，财政困难状况仍较

严重。对此，我们应进行深入的分析研

究，进一步转变理财观念，树立立体财

源建设观，促进地方财政收入持续稳定

增长。

一、 财政收入结构变化特点

1.流转税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逐

年下降。分税制改革后，地方财政收入

范围发生变化，消费税的 100% 和增值

税的75% 划为中央税，地方财政收入中

来自生产流转环节的税收逐渐减少，占

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逐年下降。1994—

1998 年聊城市来自生产流转环节的税

收年均递增速度仅为 8.7%，比地方财

政收入增幅低29.3个百分点，比同期国

内生产总值增幅低 8.4个百分点。1998

年流转税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为

32.1%，同口径比 1994年下降了27.2个

百分点。流转税的增长速度放慢，对地

方财政收入的支撑作用大大减弱。

2 .税收返还补助增幅大大低于

“两税”增幅。分税制改革后，“两税”上

划中央，地方财政不仅直接来自生产流

转环节的税收大大减少，而且税收返还

补助增长也比较缓慢，明显低于“两税”

收入增幅，且占“两税”收入的比重也

呈逐年下降的趋势。1994—1998年，中

央对聊城市的税收返还补助年均递增

2.8%，比同期 “两税”收入增幅低 7.3

个百分点，税收返还补助占“两税”的

比重也由 1994年的 93.5% 下降到 1998

年的 71.1%。主要是由于分税制体制规

定的计算税收返还补助增量与计算增幅

的口径不一致，造成上划两税增量的返

还系数逐年下降。目前，聊城市上划中

央 “两税” 增量返还系数已由 1 9 9 4

年的 1 ∶0.29下降到 1998年的 1∶0.23，

且下降趋势还将继续。因此，一味追求

速度扩张型的经济发展思路，已不符合

中央大力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政

策，同时也不能有效地增加地方财政收

入，在当前的财源建设工作中，这种状

况应尽快加以改变。

3 .效益型税收及地方小税增长强

劲 。

分税制改革后，“两税” 上划中

央，地方财政收入稳定增长的机制被

打破。在这种情况下， 为保证地方政

府发展各项社会经济事业的资金需要，

各级财税部门积极寻找替代税源，通

过严格依法治税，强化征管手段，加

强了对企业所得税及一些地方小税的征

管工作，推动了地方财政收入的稳定

增长。1994— 1998年聊城市企业所得

税年均递增速度达 94 % ，占当年地方

财政收入的比重为 2 3 % ，同口径比

1994年提高了 19.5个百分点；各地方

小税年均递增速度为 44.3%，占地方财

政收入的比重为 1 8 .4 % ，同口径比

1994 年提高了 2.7 个百分点。其中：

个人所得税、 农业特产税的年均递增

速度分别高于同期地方财政收入50.9和

23.8个百分点，逐渐成为推动地方财政

收入增长的重要力量。

4.非税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

逐年提高。近几年，聊城市逐渐加强

了对各项收费、罚没收入的规范化征

管，严格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收入

迅速增长，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逐

年提高，推动了地方财政收入的快速 ，

增长。1994— 1998年全市各项非税收

入年均递增速度为 69.1%，占地方财政

收入的比重为 25.2%，比 1994年提高

20 个百分点。但是，由于这一块收入

均有专项用途，可供统筹调配的余地

很小，造成地方财政收入中可统筹调

配的比重逐年下降。1998 年全市可统

筹调配的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为

74.8%，比 1 994 年下降了 20 个百分

点，导致地方可用财力的增长速度放

慢，远远满足不了政策性增支的需

要，财政困难状况仍较严重。

5 .第三产业、非国有经济提供的

税收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明显偏低。

随着聊城市中小企业改制改革步伐进程

加快，非国有经济、 第三产业呈现出

快速发展的良好势头，但对财政的贡

献却不理想，提供的财政收入明显低

于全省平均水平。1998 年聊城市来自

第三产业的税收占 21.4%，比 1994 年

下降了 0.8个百分点，比山东省年平均

水平低 2 2 .7 个百分点。从经济成份

看， 1998 年非国有经济提供的税收占

32.3%，比 1994 年下降了 2.7 个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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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比全省平均水平低 2 4 .3 个百分

点。其中：同期个体私营经济提供的

税收年均递增速度仅为 8%，比全市财

政收入年均递增速度低 30.1个百分点。

说明第三产业、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

与对财政的贡献极不相适应，这种状

况应引起各级各部门的高度重视，要

认真进行分析研究，做到既要促进经

济发展，又要增加地方财政收入。

二、 树立立体化的财源建设观

1 .以经济效益为中心，实现经济

发展，财政增收。根据分税制后地方

财政来自生产流转环节的税收逐渐减少

的情况，应努力提高企业的经济效

益，实现低投入， 高产出， 增加地

方财政收入。以工业企业为例，地方

财政仅能得到 25% 左右的税收，并且

随着税收返还补助增量系数的下降，

地方财政所得部分还将进一步减少。

一旦企业效益滑坡，由此减少的上交

中央部分要由其他企业的增收部分来弥

补。同时，地方财政还要承担企业下

岗职工和困难企业职工的基本生活补

助，相应增加地方财政负担。相反，

企业效益好，地方财政除可得到一部

分流转税外，实现的所得税也上缴地

方财政，随着个人收入的增加，还可

交纳一部分个人所得税。因此，当前

地方财源建设的重点应转移到提高企业

经济效益上来，进一步增强 “经济发

展看效益，效益大小看贡献，贡献大

小看上交” 的财源观， 实现经济发

展， 财政增收。

2.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和个体私营经

济，努力培植新兴骨干财源。分税制

后，第三产业和个体私营经济提供的

税收已经成为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来

源。因此，我们应把发展第三产业和

个体私营经济作为地方财源建设的重

点，切实把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和第三

产业摆上战略位置，从加强领导，制

定扶持政策，搞好服务等方面，促进

第三产业和个体私营经济尽快上规模、

上档次，提高对财政的贡献率，促进

各种经济形式、经济组织对社会经济

发展的贡献反映到财政增收上来。

3 .努力发展高效创税农业，强化

基础财源。近几年，聊城各地在农业

产业结构调整，增加农民收入等方面

取得了显著成效，农业特产税增长也

比较快。但是，就其综合效益和对财

政的贡献来讲，仍存在较大差距。因

此，各级应把农业和农村经济作为地

方财源建设的重要产业领域，大力发

展高产、 优质、 高效创税农业，实

现由产量型农业向质量效益型农业、

由农业大市向农业强市的跨越，促进

农村经济发展与财政增收协调发展。

一是调整、 优化农村产业结构。按照

发展市场农业和高效农业的方向，走

提高单产、稳定总产、腾出耕地大面

积发展高效作物的路子，大力发展

名、 优、 新、 特产品，积极扶持具

有地方特色、 高品位的优质名牌产

品，通过发展示范园区，建设一批高

水平的产业基地，逐步形成主导产业

群，提高农业产业结构的档次和水

平。二是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

应把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同发展乡镇企

业结合起来，重点培植一批以农副产

品深加工为主的大型龙头企业，带动

当地特色产品、新兴产业的发展，把

龙头企业与产业基地、 农户紧密连接

起来，实现多层次、 多形式、 多元

化的联合，建立起利益共享、风险共

担的运行机制，真正形成贸工农一体

化，产加销一条龙的产业化经营链

条，提高农业的整体效益。三是多渠

道、深层次拓展流通渠道。按照产业

布局和农村经济特点，合理规划、高

起点、大规模地加快发展各类专业批

发市场，形成功能互补、各具特色的

市场网络，拓宽农产品的销售渠道。

4 .加强综合财政预算管理，挖掘

替代财源。近几年，行政性收费、罚

没收入等其他非税收入连年高速增长，

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逐年提高。这

些收入均属列收列支项目，或是专项

收入。管好用好这块资金，提高资金

使用效益，对于保障地方政府资金需

要， 实现地方财政收支平衡，具有重

要意义。财政部门要结合各执收部门

的性质、职能，逐个项目进行分析研

究，严格按照规定用途、规定标准执

行。同时，要将预算外资金纳入财政

统筹管理，搞好综合财政预算管理，

控制和引导好预算外资金的流向和流

量，集中财力办大事，切实缓解地方

财政困难，建立起综合财政平衡的运

行机制。

5 .建立科学的税收征管机制，为

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提供有力的保证。

随着市场经济发展的逐步深入，税收

征管的对象、范围和时空都发生了很

大变化，社会化趋势明显。各级财税

部门要积极适应形势的发展变化，尽

快转变征管思路、征管方式和征管手

段。一是拓宽征管思路，努力扩大征

管范围。税收征管如果仅靠一两个行

业、一两个税种，路子必然会越走越

窄。我们要在着力抓好主体税种增收

的同时，确立以小补大、 以外补内、

以私补公的税收征管思路。二是征管

方式上，要综合运用行政的、 经济

的、 法律的等各种手段， 多管齐下。

如：生猪屠宰税的征收要与生猪定点

宰屠相结合；车船税的征收要与清理

整顿机动车辆相结合；堵塞税源漏洞

要与清理无照经营、假合资经营等工

作相结合。三是征管手段上，要从直

接征管为主向间接和直接并重转变。

当前要适当扩大委托、 代理征收的范

围，积极争取有关部门的支持，发挥

基层行政组织的作用，广泛建立协

税、护税网络。四是要建立立体化、

全方位的税收征管体系。从税收征管

的基础工作入手，建立税源基础台

账，坚持一般征收与重点征收相结

合，正常征收与稽查征收相结合，直

接征管与委托代征代管相结合， 充分

利用现代化的征管手段，形成系统

的、 全方位的税收征管体系。
（ 作者单位：山东省聊城市财政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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