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缴税收据，年终根据收据总数进行汇算，一次性扣缴。纳税

人对一年总收入进行结算，按此数额实行“预缴税款”。这种

做法不仅可以降低个人所得税征管成本，又可以促使纳税人

进行纳税申报，为实行综合税制提供征管保证。
第二，采取各种积极措施，加强对个人主要收支的有效

监控。既要建立起法人企业对个人支付的明细帐户制度，又

要建立起有利于税务机关掌握居民个人收入变动情况的各

种配套制度，如实名存款帐户制度和存量财产实名制度等

等。今后凡是在金融机构开户，无论单位、个人都要实行实

名制，并应加快推广使用信用卡和个人支票制度。当前，要

强制督促个体工商户健全帐务，对帐务健全的纳税人按税法

规定的税率征收，对未按规定建立帐务的，实行定率、定额计

征办法时，采取就高不就低的原则，促使个体工商户健全帐

务、会计核算制度。

第三，建立个人所得税的专项稽查制度。实行税收稽查

经常化，是确保自行申报制度成功的关键。要有计划地、有

重点地、定期与不定期相结合地进行个人所得税稽查。当前

个人所得税稽查的对象主要是：证券交易、房地产经营公司、

大型商场等重点行业中的高利获得者，三资、外资企业中的

中外方高薪管理人员，私营企业、私营医院、私人学校的高收

入者以及文化市场的从业人员等高收入者。对于违反税法

规定偷税逃税的，要依法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要绳之以法，

迫使和引导纳税人规范纳税行为。
第四，搞好社会各方面协同配合，综合治理偷税、抗税。

打击偷税、抗税既要求各级政府、各部门的通力合作，也需要

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配合。要广泛开展个人所得税法的宣

传，努力提高公民纳税意识。
（责任编辑  王尚明）

财源建设

以 奖 代 补  扶 优 扶 强

——安徽省财源建设情况的调查

李文平

安徽省财源建设始于 1984 年，截止

到目前为止，大体上经历了两个发展阶

段。
第一阶段为 1984 年至 1991 年，主要

围绕在一定期限内摘补贴县帽子，进行

财源建设。每年由省财政安排 2000 万

元，以提前预拨补助款的方式借给补贴

县搞财源建设项目，三年后开始归还。
1987年以后，由于中央对地方借款，省财

力紧张，省财政不再安排财源建设资金，

主要靠各业务处室的周转金扶持一些财

源项目。这一阶段共扶持了 30 个县，由

于经验不足，在财源扶持目标、对象以及

扶持的力度等方面都存在着局限，特别

是受当时“总额分成”体制制约，效果不

太理想，绝大多数县到期没有摘掉补贴

县帽子。
第二阶段为 1992 年至今。随着第

一阶段财源建设工作的逐渐萎缩，安徽

省财政收支矛盾日益尖锐，1987—1992

年连续六年出现财政赤字，1992 年累计

赤字已达 12亿元，相当于当年可用财力

的 1/4以上。为增加财政收入，缓解财

政收支矛盾，安徽省委、省政府决定，从

1992年开始新一轮财源扶持工作。具体

内容是：从 1992 年起，由省财政每年安

排 1—2亿元的周转金，每年扶持十几个

县，扶持资金三年后开始归还，用两三年

左右时间还清。要求被扶持县财政收入

每年比上年增长 15% 以 上。完成与省

签定的收入增长目标的县，由省财政给

予奖励，未完成目标的要给予罚款。从

1992年到 1996 年，省财政共安排扶持资

金 8.46 亿元，对 66个县和3个省辖市进

行扶持，并从 1995年起选择已经完成扶

持的 6 个县进行第二轮扶持。这一阶段

的财源建设认真总结了第一阶段的经验

教训，在财源建设的目标、方法、投向等

方面都有较大的改进，取得了显著的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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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一是财政收入连续几年保持了超高

速增长，收入规模迅速扩大，1996 年全省

财政收入（含上划中央两税）完成 193.14

亿元，比 1992 年的 55.14 亿元增长 3.5

倍，年均递增 36.8% 。财政收入在全国

位次由 1992 年的第 20位提高到 1995 年

的第 16 位。二是财政困难状况有了明

显改善，长期较低的人均支出水平有了

一定的提高。同时支出结构也得到了改

善，1995 年生产建设性支出占总支出比

重达 22.45% ，比 1992 年提高 2 个百分

点。三是全省已经形成了一种大张旗鼓

开展财源建设的气氛，各地积极组织财

政收入，互相比学赶超。
安徽省这些年的财源建设，表现出

以下几个方面的突出特点，这些特点也

正是安徽省财源建设取得显著成效的原

因。

一、体制推动效应

第一阶段财源建设时期，中央财政

对安徽省实行的是“总额分成”财政体

制，上解中央财政比例为 22.5% 。省里

认为，安徽本来就是一个财政困难省份，

财政收入还要上交，思想上不通，上下普

遍存在着多收多吃亏的思想。“等、靠、

要”的意识比较强，在财源建设方面过多

强调“放水养鱼”，在扶持方式和途径上

主要采取减免税、从收入中退库的办法。
第二阶段财源建设，正好赶上分税

制财政体制的实施，实行新体制以后，除

增值税作为中央和地方共享收入以外，

其它收入全留地方财政。在利益机制的

驱动下，安徽省上下抓收入的积极性空

前高涨，培植财源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大

大增强，理财观念发生了根本变化。在

政府和企业的关系上，变过去的“以税养

税”为现在的“以 财养税”，该收的收上

来，该扶持的通过财政支出安排。确立

了“经济发展看效益，效益提高看利税，

利税增加看入库”的观念。可以说，分税

制体制的利益导向作用是财源建设获得

极大成功的关键因素。
分税制财政体制不仅在增加财源总

量，同时在调节财源结构方面，也已经显

露出十分积极的作用。首先是调动了各

级政府增加对第一产业投入的积极性。

在原体制下，农业四税只是各地财政收

入的极小构成部分，它的好坏不影响财

政收入，难以引起各级党政领导和有关

部门的重视。分税制后扩大了农业特产

税的内涵，并将农业四税作为地方固定

收入，在利益机制驱动下，地方大力发展

“两高一优”农业，将其作为新的财源增

长点。现在安徽各地发展了很多优质

茶、优质茧、名优特经济林果、特种水产

养殖等高附加值、高商品率、高创汇率的

产业和产品。其次是加强了效益观念。

在发展第二产业问题上，以分税制财政

体制为分水岭，财源建设思路差别较大。

过去习惯对产品实行税利统算，热衷于

发展税率高的行业和产品，只要是税率

高、税收多的项目，即使利润比较低甚至

亏损的也干。分税制后，增值税的大头

和消费税上交中央，所得税全留地方。

这就促使地方注重财源建设项目的效益

情况。安徽省提出，对实现利润占利税

总额 30 % 以上的行业和企业，要给予重

点扶持；对实现利润占利税总额 20—

30% 的行业和企业，应适度发展；而对实

现利润仅占利税总额 10% 以下甚至亏

损的，则应限制发展。

二、党政领导的高度重视

1992 年以来，省委、省政府大大加强

了对财政工作特别是财源建设工作的领

导。认为“安徽要想加快发展，不依靠财

政手段不行，而运用财政手段不搞财源

建设不行”，把实施财源建设作为促进财

政经济良性循环的“牛鼻子”，确立了“围

绕经济抓财政，围绕财源抓经济”的理财

思路。常务副省长汪洋同志亲自带队调

查了解财源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总结推

广财源建设经验。省委书记卢荣景同志

提出，衡量一个省的实力主要有两条，一

看人民生活水平上去了没有，二看财政

收入上去了没有。省政府与被扶持县

（市）政府签定收入目标和平衡目标责任

状，明确相应的奖惩措施，并纳入政绩考

核，作为干部使用和提拔的一 个重要依

据。省委、省政府的重视，带动了省以下

各级党委、政府对财源建设工作的重视

和支持。各级政府大都成立 了财源建设

领导小组，由政府一把手负责，专门负责

本地区财源建设的规划、协调工作。特

别是县 、乡一级，财源建设已经成为政府

领导的一项重要的日常工作。安徽省财

政系统的同志深有感触地说，如果说这

几年财源建设工作有一点成绩的话，一

条主要的经验，就是财源建设工作得到

了各级党委 、政府领导的亲自领导和支

持。

三、激励机制效应

1993 年以来，安徽省开始实施“以奖

代补”的财政激励政策。省政府于 1993

年出台了《安徽省扶持县（市）财源建设

办法》、《安徽省财政奖励办法》和《安徽

省乡财政收入上台阶奖励办法》，具体分

为七项奖励：财政平衡奖、扶持县级财源

建设奖、乡镇财政收入上台阶奖、县级财

政收入上亿元奖、地市财政收入增幅奖、

地市财政收入翻番奖和综合奖。这些办

法都制定 了严格和详细的奖惩规定，例

如扶持财源建设奖规定，由省财政借给

每个县财源建设资金 800—1 200 万元，

三年后开始还款，分二到三年还清，要求

被扶持县财政 收入年递增率应在 15%

以上，完成收入目标的省财政分档次给

予奖励：财政收入在 3 000万元以下的奖

励 60万元；3 000—5 000 万元的奖励 80

万元；5 000—8 000 万元的奖励 100 万

元；8 000—10 000 万元的奖励 120 万元；

1 亿元以上的奖励 200 万元。如果到期

未能实现考核目标，则按奖励额同等数

扣罚。另外，对实现分年考核目标的县

（市），当年奖励 5—7 万元，由县（市）政

府奖励有功人员，未完成当年收入目标

的，扣到期奖励总额的 20% ，如第二年

完成当年收入目标，并补足上年收入目

标缺口的，省财政将扣款返还。除省对

地、市、县、乡各级都有奖励政策外，各级

财政对下级也都相应制定了奖励政策。
安徽省“以奖代补”的激励政策有几

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态

度，从有利于增加财政收入出发，奖勤罚

懒，敢于重奖，这几年，光省财政每年用

于奖励的支出就达 4—5 个亿。二是奖

励项目繁多，既有对政府、部门的奖励，

又有对企业和个人的奖励，形成 了多层

次的激励机制。三是随着财源建设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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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深入，对各项奖励办法不断补充和完

善。1996 年，安徽省对 1993 年出台的三

个奖励办法进行了适当调整，使激励机

制更加规范，透明度更高。从安徽省的

实践看，以奖代补的办法，确实取得了积

极的效果，是财源建设取得显著成效的

一个重要因素。

四、“扶优扶强”效应

扶持财源建设，首先要有投入，有了

投入还要看选择什么样的扶持对象。第

一阶段财源建设，安徽省选择的扶持对

象主要以困难县为主，这些县经济基础

和自然条件都比较差，管理水平比较低，

自身造血能力弱，加上扶持资金最多只

有 200 万元，结果扶持效益不明显。第

二阶段财源建设就总结了第一阶段的教

训，增加扶持资金，平均每个县 1 000 万

元，扶持对象主要选择一些条件较好、潜

力较大、发展较快的县，结果被扶持县全

部完成和超额完成与省签定的收入目

标。扶优扶强使有限的资金发挥更好的

效益，让一部分县能以较快的速度发展

起来，再来带动和扶持发展较慢的县。

五、资金引导效应

财政周转金是进行财源建设的主要

手段，但财政周转金数量毕竟有限，特别

是财政周转金管理办法下达后，总规模

受到控制，周转金数量更加有限，在财源

建设中只能是起“药引子”的作用。安徽

省借给每 个 县的 财源扶持资金只有

1 000万元，借给第二轮扶持县和省辖市

的财源扶持资金也只有 2000万元和

3 000万元，光靠这点资金搞财源建设显

然是远远不够的。各市县普遍采取了预

算内安排、预算外筹集、银行配套、企业

自筹、吸引外地或境外资金等办法，依托

财政周转金，凝聚和引导更多的社会资

金进行财源建设。如 1996 年第二轮扶

持的4个县，省财政共借给扶持资金

8 000万元，而地方配套的资金就达 3.22

亿元。再如芜湖市，省财政借给 3 000万

元扶持资金，银行共拿出配套资金 1.2

亿元。
（责任编辑  何杰平）

财源建设

实施财政牵动战略  

财源建设喜结硕果
——铁岭市开展县乡财源建设综述

本刊记者  ★李颖★

铁岭，辽北重要的粮食产地，世代以

农业为主，工业基础薄弱，财政收入一直

徘徊在辽宁省的最后几位，县乡财政更

是举步维艰。面对这种情况，铁岭人没

有退缩，没有等待，积极探索，将经济工

作特别是农村经济工作的重心和着眼点

放在了狠抓财源建设上，树立了以财政

为龙头牵动经济发展的大财政思路，以

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以增加财政收入

为目标，优化财源结构，培植和壮大地方

财源，狠抓增收节支，使全市县乡财源建

设取得了较大成绩，财政状况明显好转。
1996年，全市地方财政收入实现 5.3 亿

元，为年度预算的 144.9% ，比上年增长

40.4% ；县级地方财政收入实现 3.5 亿

元，比上年增长 44.7% ；乡镇级地方财政

收入实现 1 亿多元，比上年增长 71.6% ，

县 乡财政收入增幅在全省名列前茅。
铁岭的实践表明，在农业为主、县乡

经济比重大的地区，加强县乡 财源建设

是扭转财政困难局面的重要途径和根本

性措施。加强县乡财源建设，有效地促

进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壮大了县乡

财政的整体实力，大大缓解了财政收支

紧张的状况，有力地支持了地方经济建

设与各项事业的发展。
那么，铁岭人是怎样走出了一条具

有特色的富民富县发展之路呢？

一、确定财政牵动经济发展战略，积

极开展县乡财源建设。面对分税制后县

乡财政仍然困难的被动局面，铁岭人紧

紧抓住财源建设这个牛鼻子，提出了树

立大财政思想和效益型财政观念，以增

加财政收入为目标，适应市场经济和分

税制财政体制要求，做到科学生财、聚

财、用财，保证刚性支出，支持各项事业

协调发展，促进经济发展与财政增收尽

早步入良性循环轨道的基本思路；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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