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管治税环境。财税部门每年都有计

划、有分工、
有重点地开展税法宣传

活动，让税法直接与纳税人见面。在

增强公民的纳税意识的基础上，狠抓

依法征税，做到公平、公正、公开，

合理确定税赋、依率计征；同时依法

打击偷、漏、 欠、抗税的典型，整

顿税收秩序。少数欠税不交的钉子

户，依法提请法庭执行，运用法律武

器确保收入入库。

二是坚持勤征细管，既 “抱西

瓜” 又 “捡芝麻”，点点滴滴积聚

税收。采取水上稽查、上路检查、上

门串户、源泉控管的办法，千方百计

防止 “跑、 冒 、 滴 、 漏”。很多

财政干部都养成了晚上值班熬夜的习

惯，长年累月坚持晚上值班，查堵流

动税收。对竹木等农业特产税，主要

控制在生产环节，管到经营者身上。

安化很多集镇有群众 “赶场”的传统

习惯，财政干部总是抓住赶集的时

机，几元甚至一元一元地收取上市农

产品的农业特产税。

三是抓财政收入 “双过半”，以

“过半”促全年任务完成。根据近年来财

税收入上半年总是进度缓慢的特点，坚

持每年都打“过半”攻坚仗。县委、县

政府把每年的六月定为财税收入“双过

半”突击月。组织财税收入入库是这个

月全县工作的中心，其他工作必须服从

这个中心。乡镇党政一把手和有财政任

务的部门单位一把手，必须坚守岗位抓

收入、抓进度。乡镇每10天向县政府汇

报一次收入进度，财政局每10天汇总一

次进度并通报全县。县领导在突击月

中，都要深入到乡镇和重点纳税户进行

协调和督查。财税部门机关干部采取正

副局长包片，股长包乡镇、包企业的办

法，下到征管第一线抓收入，不完成任

务不撤回。同时银信部门实行“先税后

贷、先税后息、先税后费”的原则，保

证税收及时足额入库，从而确保了全

年财政收入任务的完成。

（作者单位：湖南省安化县财政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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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乡、村负债问题日趋严重，

成为制约农村经济发展、影响农村社会

稳定的一个严重问题。1998年底，江西

省新余市35个乡镇都出现负债，其负债

总额 1 8545.5 万元，比 1992 年增加

11005.4万元，负债率上升 146个百分

点。全市 440个村委，负债 11420.9万

元，比 1992年增加债务 9212万元，负

债率上升 394个百分点。负债村达421

个，占总村数的 95.7 %，村均负债

27 .1 万元。据调查，造成乡、村负

债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盲目创办乡村企业。新余市乡

村债务的 73% 是由贷款办企业或为企

业担保贷款造成的，大部分乡、村企

业创办于 1993 — 1996 年，由于缺乏

可行性研究和企业管理人员素质低等多

种原因，如今大多数处于倒闭、关停

状态，无经济效益，投入企业的贷款

或担保贷款无法偿还，本息仍在不断

增 长。

2.脱离实际兴办公益事业。一部分

乡、村主要领导为突出自己在任期间的

政绩，不顾客观实际，兴办公益事业，上

面没有下拨资金，只有靠借贷完成，增

加乡、村债务负担。

3.管理不善，非生产性支出过大。

主要表现在招待费和行政管理费开支无

度。全市 35 个乡镇 1998 年招待费达

430 万元，平均每个乡镇 12.3 万元；

440个村委，1998 年招待费达 870万

元，平均每村招待费达 2 万元，高的

达 10万元。渝水区有一个年收入28万

元的村， 1 998 年未搞任何基本建设，

由于胡支乱花，年终核算还亏空 7 万

元。

4 .农民合理负担长期拖欠。全市

农民拖欠提留、统筹费 889 万元，平

均每个村 2.2万元。而村委上交乡镇的

合理税费又不能打折扣，迫使一些村

委贷款上交乡镇税费而增加负债。

乡村沉重的债务给农村经济的持续

发展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如何解

决乡、村债务问题，应引起各级领导

和有关部门的重视和关注。笔者认

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整治：

1 .抓紧清理整顿乡、 村企业。当

务之急，首先要对乡、村企业进行一

次全面的清理整顿，对一些不能产生

经济效益的企业该关的关，该停的

停，该加强管理的就从加强管理入

手，使其正常运转，创造出应有的经

济效益。对已经停产、 倒闭的企业，

要全面清理债权、 债务，并将可变现

的资产尽快变现，变死钱为活钱，偿

还一部分债务，尽量减少乡、村损

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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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坚决压缩不合理开支，严把支

出关。乡、村要建立和健全各项规章

制度，尤其是政务公开、财务公开制

度以及民主理财制度、财务审计制

度，加速乡村民主决策、 民主管理和

民主监督进程，把不合理的开支压缩

下来。对招待费要严格控制，要坚决

执行干部下村吃派饭，下乡镇吃工作

餐的规定。对报刊杂志、电话费等公

务开支也要执行上级规定标准，严加

控制。

3 .采取积极措施，解决农民拖欠

提留、统筹费问题。农民依法缴纳合

理的税费是应尽的义务，在努力减轻

农民负担前提下，对农民的合理负担

要积极组织收取，在收缴过程中，要

分清情况，区别对待。对确实无法交

纳的贫困户、 特困户应依法减免，对

那些有能力而拒不交纳的在做思想工作

无效的情况下，可以依法起诉。

4.建立完善的借（贷）款制度。今后

乡村兴办公益事业，必须遵循量入为出

的原则，坚持有多少钱办多少事。乡、村

兴办生产、经营性项目，需要借（贷）款

的，必须按照中央和省规定的程序进

行，村级必须由村委干部集体研究提

出意见，村民主理财小组审核，经村民

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后实施。乡镇借

（贷）款或担保贷款必须经领导班子成员

集体研究决定，数额大的必须由班子

成员集体研究提出意见，交乡镇人民

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后实施。

5.建立严格的乡村干部任期、离

任审计制度。县、 乡政府对乡、 村

干部年度考核和任期考查，要增加有

关债务、 债权的责任内容，对任期内

造成乡、村不良债务数额巨大，并负

有责任的领导干部，县、乡要采取坚

决措施，就地免职。对以乡、 村名

义举债，个人从中谋取好处的乡村干

部、纪检监察部门应追究其党纪政纪

责任，触犯刑律的，交司法部门惩

处。

（作者单位 新余市农业局、新余市

财政局）

税 收 征 管栏目主持：方震海

降低税收成本  

提高征管效率

李大明

1999 年我国税收收入首次突破万

亿元大关，表明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取

得了积极成果， 也表明加强税收征

管、打击走私活动产生了良好的财政

效应。然而评价税收不仅要从税收增

长的绝对量加以考察，更重要的是应

从税收成本及征管效率等税收相对量的

角度来进行分析。只有绝对量的增

长，没有相对量的提高还不是最有效

的管理。在我国税收规模不断增长的

大好形势下，降低税收成本、 提高征

管效率是进一步提高税收管理质量、

促进依法治税的要求，也是我国税收

管理深化改革、 追求效率目标的需

要。

一、对几个基本概念的理解

1 .税收成本。所谓税收成本有广

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税收成本是指

税收分配过程中的总成本，在量上等

于税法设计及保障成本、征管成本及

纳税成本。从各国税收实践来看，即

使统计资料相当完备的国家也很难准确

测定税法设计与保障成本以及纳税成

本，所以广义的税收成本目前只是一

个理论概念。但是尽力降低税法设计

与保障成本及纳税成本仍应是我们在税

制改革中引起重视的问题，例如，立

法规范化、简化纳税办法、规范税务

代理业等，都可以降低上述成本。当

前人们更多的是研究狭义的税收成本，

即税收征管成本，相对而言，税收征

管成本大体上是可以测定的。本文所

论及的税收成本就是特指狭义的税收成

本即税收征管成本。

2.税收征管成本与税收征管效率。

税收征管成本是指税收征管过程中的总

成本，是一个绝对量；税收征管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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