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问题探讨

建立稳固平衡的国家财政
需要解决的问题

马琦林  马善记

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

“集中财力，振兴国家财政，是保证经济

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重要条件。”并强

调要“建立稳固、平衡的国家财政。”要
实现这一目标，我们认为，需要着力解

决以下几个主要问题：

一、要解决财力增长的问题

要建立稳固、平衡的国家财政，没

有足够的财力不行。为此，不妨从以下

几个方面进行努力。
一是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要增

加财力，光依靠老一套的财源建设模式

不行，必须努力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

开辟新的财源。一方面，要积极探索公

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通过股份制、股

份合作制等多种途径，搞活国有企业，

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使来自公有制

经济的财政收入逐年稳定增长；另一方

面，要积极发展非公有制经济，逐步增

加非公有制经济对财政收入的贡献额。
二是优化税制结构。自 1994 年实

行新税制以来，我国的税制结构日趋合

理，但现行的税制结构尤其地方税的主

体税种仍需进一步调整、完善。目前，

称得上是地方税主体的税种只有营业

税，显然难以满足地方各级政府所需的

财力，必须考虑增加地方新的主体税

种。有的专家建议将房地产税作为今

后重点培育的地方税主体税种之一，我

们以为值得考虑。这主要是因为房地

产税的税基十分稳固，同时，随着房地

产的不断升值，还可以扩大税基，形成

永不枯竭的财源，成为筹集财政收入的

有效手段。房地产税是市场经济国家

较为通行的税种，是地方政府财政收入

的主要支柱。我们应当借鉴市场经济

的通行作法，全面征收房地产税。
三是防止税收流失。当前我国的

税收流失现象在一些地方、行业不同程

度地存在，有的甚至非常严重。如由于

我国酒类市场管理混乱，致使税收流失

惊人。1996 年，全国白酒产量 679 万

吨，啤酒产量 1 631 万吨，如按税率标准

推算，应征酒税款 400 亿元左右，而实

际却只征得 96亿元，流失额在 300亿元

左右。又如个体私营税收流失严重。

个体私营企业收入较高，而纳税额偏

低，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个体工商税

收占整个工商税的比重呈下降趋势，由

80 年代的 10% 以上持续下降至近年来

的 7% —8% ；二是个体工商税的增长率

呈下降趋势，由前些年最高时的 50% 下

降到近年来的 20% 左右。再如关税大

量流失。自 1996 年 4 月 1 日中国海关

对外资企业的进口设备恢复征税以来，

一些不法外商一改过去的低价高报，开

始极力压低进口设备的价格，以减少税

费或达到在固定额度里多进设备和原

材料的目的，造成中国关税大量流失。
1996年查出的外商为逃避关税而高价

低报、多进少报的就有 582 批。此外，

个人所得税的流失现象也很普遍，必须

加强征管。
四是化非预算资金为预算资金。

目前，我国的非预算资金大体包括两部

分，即预算外资金和自筹资金。这两大

块资金大多由地方政府及其有关部门、

单位掌握，未纳入财政预算。特别是预

算外资金数额巨大。改革开放以来，预

算外资金发展很快，1993年以前曾一度

与预算内资金的规模几乎不相上下，到

1994年，实行预算外资金改革，将其中

的主要部分——国有企业和主管部门

划出后，预算外资金仍占预算内的 1/3，

占 GDP的 4% 。分散面广、数额巨大的

非预算资金特别是预算外资金往往会

侵蚀税基，使大批财政性资金长期游离

于财政监督管理之外，从而减少了各级

政府的可支配财力，削弱了政府的宏观

调控能力，同时还造成资金的大量浪

费，为财经违纪和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

提供土壤与温床。为此，必须按照国家

预算的完整性原则，通过渐进式改革，

通过“费改税”，逐步将非预算资金纳入

预算管理。

二、要解决贫富不均的问题

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目前地

区之间特别东西部之间贫富差距太大。
如不逐步缩小这种差距，既不符合我们

所一贯倡导的共同富裕的原则，也不利

于建立稳固、平衡的国家财政。要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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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之间贫富不均的问题，一方面，要

依靠贫困地区自身艰苦奋斗，另一方

面，还要通过财政等杠杆进行调节。
财政调节可以分为纵向调节和横

向调节。纵向调节主要体现在上级财

政对下级财政的支持、倾斜上。要建立

规范的中央向地方转移支付制度，加快

省以下转移支付制度的建立与完善。

在确立政府间转移支付体系时，要充分

考虑到中西部地区和发达地区内部的

欠发达地区的一些主要因素，比如人口

密度、可耕地面积、交通等等，并适当给

予倾斜。横向调节则表现为地区之间

的“富帮穷”，即由发达地区对口支援欠

发达地区。据悉，福建省财政厅早在几

年前就采取了穷富结对、优势互补、共

同发展的举措，主动充当“红娘”，把财

政收入逾亿元的 9 个县、市和 9 个财政

收入不足 2 000 万元的穷县、市结成对

子，在资源、资金、项目等方面开展全方

位、多层次的对口协作，以达到共同发

展、共同富裕的目的。与此同时，省财

政厅还为结对子的县、市制定了挂钩协

作的种种办法和优惠政策。

三、要解决支出规模大、结构不合

理的问题

当前，在一些地方，财政支出规模

过大、供养人员过多，支出结构不合理

的问题始终得不到很好地解决。如果

长期下去，即使财政再充裕，可支配的

财力再多，也难以建立稳固、平衡的国

家财政。当然，缩小支出规模，调整支

出结构是一篇大文章，关键要把握四

点：一是界定财政供给范围，压缩供养

人员。目前，很多地方的财政供养人员

都过于庞大，而且越是穷的地方，财政

供养人员的比例越高。“食之者众，生

之者寡”的结果，势必会导致成愈来愈

穷的恶性循环。因此，各地在财政供养

人员上要猛砍一刀。二是要重新规范

和界定支出范围，由多年一贯制的“基

数法”向较为客观、科学的“因素法”转

轨，并逐步实行彻底的“零基预算”。三

是要根据轻重缓急的原则，集中财力优

先安排财政支出的重点，不要再“撒胡

椒面”。四是要处理好“吃饭”与“建设”

的关系，要真正做到“一要吃饭，二要建

设”，避免“只管吃饭，不管建设”。

四、要解决社会保障滞后的问题

从目前改革现状和趋势来看，我国

的社会保障制度相对滞后成了建立稳

固、平衡的国家财政的一大障碍。
我国的社会保障现状并不令人乐

观：一是国家和企业包揽过多，既包不

好，也包不了，结果使财政和企业不堪

重负。二是社会保障体制不协调。当

前参与社会保障基金管理的部门过多，

结果在筹资办法、政策规定等方面缺乏

统一的规定，政出多门，以至部门、单位

之间相互扯皮、相互掣肘的现象时有发

生。三是在社会保障理念上存在重城

轻乡的倾向。国家对城镇职工的社会

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等社会保障

项目加起来，已在 GDP 中占有相当的

比重。而对占全国总人口 80% 的农业

人口，仅局限于救灾救济、优抚安置等

方面。他们的社会保障，在很大程度上

只能依靠家庭自身。这是有失公允的，

也不符合社会保障制度的要求。四是

社会保障基金缺乏强制性，使筹资失去

约束力。
社会保障是稳定社会的“安全阀”

和“减震器”，对于建立稳固、平衡的国

家财政关系极大，必须加快社会保障制

度改革，在本世纪末初步建立起具有中

国特色的社会保障体系，以改变社会保

障滞后的局面。为此，一要建立适当集

中、统一协调的社会保障管理体制，由

专司社会保障职能的机构执行统一政

策、法规和协调职能；二要建立社会保

障预算，对社会保障基金实行统一管

理；三要借鉴西方国家成功经验，适时

开征社会保障税，为社会保障基金提供

可靠、稳固的来源；四是逐步扩大社会

保障的履盖面，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

五是加快社会保障立法，为社会保障体

系的建立提供完备的法律。
（作者单位：湖北省襄樊市财政局）

财苑风貌 栏目主持：张 沁

赤胆护农税
   青春放异彩
——记贵州省铜仁市六龙山乡
财政所副所长龙绪刚

宋喜成

在贵州省铜仁市边远、闭塞的六龙

山乡，有一位年轻的财税干部长年累月

爬山涉水，风餐露宿，为农税工作不辞

辛劳地奔忙着，他就是铜仁市六龙山乡

财政所副所长龙绪刚。

舍小家  为“大家”

六龙山乡是铜仁市一个出了名的

穷地方，曾有民谚形容道：“有女莫嫁六

龙山，三棒包谷当一餐，三根竹杆做灯

盏，三个树根作被单，抬起轿子猴子看，

吹起锁呐应岩山。”现在是一个仅有面

积 96 平方公里，人口 4 130 人，至今还

不通公路的小乡。而该乡海拔近千米

的红旗湾是六龙山乡最偏远、最重要的

一个农业特产税查验征收点，是六龙山

10 万亩淡竹外销的唯一出境口。从这

里上缴的农业特产税收入要占全乡财

政总收入的 30% 以 上，因此，能否管好

红旗湾征收点对全乡财政任务的完成

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1988 年 4 月，通

过公开考试，龙绪刚成为一名财政农税

助征员。在农村长大，从苦日子中熬过

来的龙绪刚对于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

十分珍惜。他一上任后就长期护守着

红旗湾这个“要塞”，一守就是 9 个年

头。
龙绪刚第一次来到红旗湾，这里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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