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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时期以来，在一些地方，“税”消

“费”涨、“费负”高于“税负”的现象较为

突出，各种收费、摊派甚至挤压了国家税

收。因此，必须扶“税”抑“费”。一是取

消一些不合理的收费项目，二是将部分

收费改为税收的形式，即“费改税”，由各

级地方税务部门统一征收，各级财政部

门统筹安排使用。扶“税”抑“费”的目的

就是要扶持税收，增加“税负”，抑制收

费，降低“费负”，消除“税”消“费”涨、

“费”硬“税”软的现象。
提出扶“税”抑“费”的动因很多，但

直接的动因主要有三：

一则，农民负担居高不下，需要扶

“税”抑“费”。国家明文规定，农民的“三

提五统费”负担不得超过上年人均纯收

入的 5% ，但事实上，一些地方加在农民

头上的负担远远超过了这个标准。农民

负担过重的根 源主要是“税费”不清，

“税”轻“费”重。当前的农民负担主要包

括农业税、“三提五统”费、集资摊派等。
现行的农业税制是 50 年代沿袭下来的，

基本上实行的是轻税负政策，旨在扶持

农业生产。目前，农业税仅占农民负担

中的极小部分，农民负担得起，关键是各

种收费、集资、摊派加在农民头上，加重

了农民负担，农民承受不了。对于当前

的税轻、费重、集资摊派严重的现象，老

百姓有句顺口溜，说得很形象，即：“头税

轻，二税（实际上是各种收费）重，摊派

（包括集资等）是个无底洞”。“税费”不

清，费多且重，以至于有的人把国家税收

也当成了不合理负担。可以说，各种不

正当的收费和集资、摊派是造成农民负

担过重的根本原因。
再则，“三乱”现象屡禁不止，需要扶

“税”抑“费”。当前乱收费、乱罚款、乱摊

派等“ 三乱”不仅加重了农民和企业负

担，而 且容易诱发各种腐败现象。“三

乱”的根源就在于政出多门，随意性大。

为此，只有通过扶“税”抑“费”，将各种收

费纳入法制化、规范化管理的轨道，才能

制止不合理、不合法的收费，根治“三乱”

现象。
第三，财政职能“支离破碎”，需要扶

“税”抑“费”。本来财政预算的完整性原

则，决定了所有政府资金，包括政府直接

收取的和以政府名义收取的资金，都应

纳入财政预算管理。然而，事实上，各种

收费、摊派的大量存在，使一笔笔资金收

支长期在“体外循环”，逃离财政预算管

理，扭曲了分配关系，肢解了财政职能。
据统计，在全国不少地方，预算外收入与

预算内收入“并驾齐驱”。仅农村而言，

全国每年的村提留 、乡统筹费都在 400

亿元以上。这么多的资金“体外循环”，

是很容易出问题的。要理顺分配关系，

强化财政预算管理，健全财政职能，就应

当扶“税”抑“费”，将各种收费以税收或

部分税收的形式，纳入财政预算管理。
扶“税”抑“费”，好处甚多，择其要

者，至少有四：

（一）有利于构造地方税体系，推动

地方税费制度改革，完善分税制财政体

制特别是省以下财政体制，进而完善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分税制财政体制

的核心是统一领导，分级管理，财权与事

权相结合。当前，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

特别是省以下财政体制的主要任务是构

造地方税体系，以科学划分中央与地方

税收管理权限，以 及中央与地方的财权

和事权。扶“税”抑“费”，就是把长期逃

离于财政预算管理之外的有关收费，改

为税收的形式，作为地方财政稳定、可靠

的预算收入，显然有利于构造地方税体

系，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而完善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二）有利于理顺分配关系，减轻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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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和企业负担，根治“三乱”现象。税收

是处理国家与集体、个人分配关系的主

要方式，而扶“税”抑“费”，就是为了将国

家、集体、个人三者分配关系进一步法制

化、规范化，消除“费”出多门的现象。农

民、企业、单位缴足了税收后，有权拒交

各种不正常的收费、集资、摊派等，因而

有利于理顺分配关系，减轻农民、企业、

单位的负担，根治“三乱”现象。
（三）有利于健全财政职能，振兴国

家财政，促进经济建设和公益事业发展。
扶“税”抑“费”实质上是变资金的“体外

循环”为“体内集中”，不仅财政职能得以

健全，而且还使地方财政能够集中更多

的财力，拿出一定的资金用于公益事业，

用于发展生产，搞经济建设。
（四）有利于加强廉政建设，密切党

群、干群关系。扶“税”抑“费”，使各项收

支活动都在财政的严格管理和监督之

下，铲除了滋生腐败的土壤与温床，可

以有效地堵塞漏洞、防范腐败，促进廉政

建设。同时，“三乱”没了，农民负担轻

了，群众不再有抵触情绪，这对密切党

群、干群关系无疑是极为有利的。
扶“税”抑“费”，作为地方税费制度

改革的一 项内容，其政策性强，内容复

杂，需要积极稳妥，审慎从事。为此，应

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关于试点与推广的问题。扶“税”

抑“费”事关大局，不可一蹴而就，应当先

行试点，取得经验后，再全面推广。
2、关于政策界限问题。扶“税”抑

“费”，要先弄清现行各项收费的性质，界

定、区分服务性收费和政策性收费。对

服务性收费中的不合理、不合法的，要明

令取消；对政策性收费，则全部或部分改

成税收的形式。
3、关于总体税负问题。扶“税”抑

“费”，必然会增加税负，但在确定整体税

负时要考虑纳税人的承受能力。
4、关于税收立法与执法的问题。扶

“税”抑“费”，改变或新增税种，涉及税收

立法的问题。按照分税制财政体制的要

求，中央应赋予地方必要的地方税收立

法权，以便有法可依，增强征税的硬度。
同时，还必须严格执法。须知，有法不

依、执法不严往往比无法可依更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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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要促进
老工业基地建设

平建华  王丽英  朱惠先

当前，我国大部分老工业基地举步

维艰，被许多人当作了沉重的包袱。其

实，老工业基地毕竟有着人才、技术、设

备等基础，经过改制，理顺关系，它定将

重振雄风，再现辉煌。财政作为综合经

济部门，在老工业基地的重建过程中责

无旁贷，应该采取措施从各方面予以支

持。
以转换机制为重点，不断深化国有

工业企业改革。国有工业企业是老工业

基地的经济和财政支柱，财政部门要积

极支持企业改革。一 是认真实施“抓大

放小”战略。坚持因企制宜、多元推进、

重点扶持的原则，重点扶持产品利税率

高、经济实力强、资产负债率合理、发展

后劲大的企业，在资金、政策等方面给予

重点倾斜，促使大中型企业生产经营上

规模、主导产品上档次、经济效益上水

平。要区别情况，搞好分类，促进放活小

型企业。二是抓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

点工作。本着“增资、改造、分流、破产”

的原则，财政可视财力状况给予国有企

业增拨资本金、将企业部分所得税和税

后留利返给企业增加流动资金等。三是

积极促进大中型企业的公司制改造和小

型企业股份合作制改造。
以优化存量资产为重点，推进企业

改组。财政和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要充分

发挥资产调剂的职能作用，使企业闲置

的存量资产通过调剂活化起来，促进存

量资产的合理流动，优化配置。一是支

持优势企业兼并劣势企业，通过兼并新

组建具有较强竞争实力的大型企业集

团，形成集团优势。二是支持国有企业

与非国有企业联合联营，形成优势互补。
此外，按规定程序，推动国有存量资产向

非国有企业流动。三是支持国有企业承

包租赁和托管经营。
以技术改造为重点，调整产业、产品

结构。按照“龙头注入，骨干膨胀，链式

改造，整体推进”和实施“名牌战略”的要

求，对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采取扶优扶强

政策，加速企业技术改造，加快产品更新

换代，提高企业规模效益。要建立起技

术改造的新机制，主要是逐步建立项目

资本金制度，推行项目法人责任制，实行

投资决策责任制，搞好项目招标投标制。
发挥财政职能作用，促进企业改变以 扩

大初加工原材料生产为主的外延型增长

模式，走以挖潜改造、精深加工为主的内

涵型发展道路；选择骨干企业的关键项

目集约投入，避免资金分散化。
以扭亏增盈为重点，全面加强企业

财务管理。开展“转机制，抓管理，练内

功，增效益”活动，着重加强成本管理，促

进企业节能降耗；加强资金管理，提高企

业经济效益；加强质量管理，提高产品市

场占有率。要抓好特困企业扶危解困工

作，按照分层启动、分块搞活、分片经营、

分流人员的“四分”战略，帮助困难企业

搞活经营，走出困境。同时，给予资金支

持，推进科技兴工，通过技术引进 、推广、

吸收和创新，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快速发

展，以实现科技成果商品化、产业化，加

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责任编辑  李海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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