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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振兴地方财政的思考

谭敏生

地方财政是国家财政的重要组成

部分。地方各级财政不仅承担本级行

政事业经费的供给，而且还承担本地区

经济社会事业发展及维护社会稳定的

一切开支。由于区域经济差异等原因，

地方财力与地方财政的职能很不匹配。
地方（尤其是内陆地区）财政非常困难，

很多县、乡级财政几乎难以 为继。为

此，振兴地方财政是摆在各级地方政府

及广大财政工作者面前的一项现实而

艰巨的任务。
一、努力发展地方经济

财政问题的核心是经济问题。发

展经济的关键是从实际出发，按照各级

政府的事权划分和分税制财政体制的

利益导向，着力于以下三个方面确定地

方经济发展战略。一要积极调整所有

制结构，大胆探索公有制的实现形式，

搞活国有经济，使国有大中型企业的经

济优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充分发挥出

来。同时，放宽政策，支持、鼓励各种所

有制企业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自主经

营、公平竞争、共同发展。二要继续调

整产业结构，重点发展第三产业和高效

农业。这是因为营业税是地方税中的

骨干税种，约占地税总额的 30% ，而营

业税的 80% 来自第三产业。同时，农业

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应在稳定粮食生产

的前提下，大力发展既富民又富县的高

效农业，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三

要下决心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实现经济

效益型增长。分税制从制度上切断了

地方政府追求数量型经济增长与地方

财政发展的联系，经济与财政的统一点

在于实现经济的效益型增长（地方所得

税全留地方财政）。因此，发展地方经

济，政府各部门应积极转变职能，着力

为企业发展提供交通、通讯、水电等公

共产品，同时利用行政手段保护企业合

法经营，公平竞争，解除企业不应承担

的集资、摊派项目，加强政府服务企业

和维护市场秩序的功能，提高行政管理

效率。
二、进一步深化财税改革

首先，按照财权与事权相统一，保

证地方各级政府履行其职能的最低财

力需求，充分调动各级政府生财、聚财、

用财积极性的原则，合理划分各级财政

间的利益分配关系。目前，分税制财政

体制的基本框架建立不久，近两三年内

很难有大的调整，深化体制改革的重点

应是在新体制的框架内作必要的完善。
具体讲，在收入分配方面，对上解地区，

应按照财政部下发的关于完善省以下

分税制财政体制的通知精神，取消体制

上解额的递增比例；在税收返还方面，

应保证中央返还给地方的“两税”增量，

地方各级财政不得截留或重新分配，属

哪一级增量完全留哪一级使用；在转移

支付方面，应尽快建立“标准收入”与

“标准支出”计算模型，保证各级地方政

府的“标准支出”有相应的财力支持。
其次，进一步理顺、完善县乡财政体制，

建立乡（镇）财政金库，把乡（镇）财政建

设成为完全的一级财政，充分调动乡

（镇）一级政府发展经济、培植财源的积

极性，分解县级财政困难。第三，积极

探索健全地方税体系，开辟新的增收渠

道。目前的地方税体系，从课税对象和

税种设置角度看，似乎比较齐全，其实

许多税种均存在税基不稳固，课税面窄

等问题。诸多税种中，除营业税还有些

“主体”之相外，其他都与真正意义上的

主体税种相距甚远。这些问题不解决，

地方税很难真正发挥调节收入分配、筹

集财政收入的功能。当前，各种所有制

经济特别是非国有经济迅猛发展，财产

税应该成为我国地方税体系中的主体

税种或税类之一。
三、强化税收征管，杜绝税收流失

近年来，随着税收征管体制改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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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深化，税收稽查力度不断加大，税收流失大为减少。但

是，偷、逃税问题在一些地区仍很严重。解决这个问题，一

是要加快对现行征管体制改革，实行纳税人的申报、税务代

理等纳税制度，建立强有力的税收稽查体系，运用计算机管

理手段控制税收征管的各项指标，保证税收足额及时入库。
二是要建立健全国税、地税各司其职、分工明确、责任清晰，

配合密切的征管运行机制，切实解决税收征管中的跑、冒、

滴、漏问题。三是要加大宣传力度，强化企业和公民的纳

税、护税意识，打击各种偷、漏、骗和抗税行为，维护征管秩

序。四是发挥财会管理和监督作用，保证会计核算的真实、

准确，维护国有资产的安全完整。认真解决一些企业帐务

混乱，无帐可查，收入体外循环等问题。
四、规范财政供给范围，优化支出结构，提高资金使用

效益

要使财政支出的内容和结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

下政府行使的职能相适应，把该管的管好，不该管的交给市

场，从根本上克服财政支出的“缺位”和“越位”现象。借鉴

市场经济国家界定财政供给范围的具体作法和有益经验，

应把财政资金供应范围限定在那些代表社会共同利益和长

远利益的非盈利性领域和事务方面。在坚持支出的增长要

低于收入的增长幅度的同时，通过缩减财政资金供给范围，

合理调整支出结构，集中更多的资金加大对公益性基础设

施、社会保障和农业、科技、教育、卫生等方面的投入，提高

人民生活质量，改善生存发展环境，促进经济和社会全面发

展。要坚持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通过精简机构，压缩人

员，严格控制支出的过快增长。要鼓励多渠道、多层次办事

业，逐步缩小财政补贴范围，改变补贴方式，不断减轻财政

负担。要大力倡导艰苦奋斗、勤俭办一切事业的优良传统

和作风。
五、坚持依法理财，严格财政管理

振兴财政，必须比较彻底地解决财政职能弱化和被肢

解的问题，树立政府在财政管理方面权威，实现国家财政职

能的完整与统一。首先，财政部门要理直气壮地履行法律、

法规所赋予的各项职权，树立敢于碰硬的意识，对违反财经

纪律的行为决不姑息迁就；其次，政府部门要大力支持财政

工作，部门、单位、企业的财务活动要自觉接受财政部门的

监督；再次，财政部门要加强对全社会财政性资金的管理。
要彻底将政府各部门财政性资金的收支活动全部纳入财政

预算监督管理的渠道，确立财政部门在国民收入分配和财

政性资金管理中的主体地位。要坚决制止各种乱收费、乱

罚款行为，减轻企业和群众负担，缓解单位之间苦乐不均的

矛盾，推动党风和廉政建设。
（作者单位：陕西省宝鸡市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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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承

德，财政工作的主要矛盾是入

不敷出，矛盾的主要方面是税

基不稳，财源不足。如何抓住

矛盾的主要方面，发挥财政职

能作用，把工作重点转到财源

建设上来，实现财政状况的好

转，是摆在各级政府和财政部

门面前的一项艰巨任务。1997

年，承德市把狠抓财源建设作

为经济工作的重点，明确了财

源建设的思路和重点，不断加

大资金的投入，壮大了地方财

力。全市地方财政收入完成

54 3 6 4 万 元 ，占 年 任 务 的

116.4% ，比上年增长2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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