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业锦江集团、华亭集团、新亚集团实行企业上缴所

得税“先征后返”，以降低企业资产负债率。陕西

省将旅游企业每年上缴的所得税用于旅游景点的

开发、维护等。1995 年省属旅游企业上缴所得税

400万元，而省财政厅在当年安排旅游景点建设

补助费 341 万元，拨省旅游局宣传、促销、规划、旅

游学校经费 485 万元，省旅游局行政经费 112.1

万元，总计达 938 万元，是企业上缴税收的 2.35

倍。据统计，1992—1995 年，浙江省财政部门向国

有旅游企业累计发放财政周转金 9 000 余万元，

有效缓解了企业资金紧张状况，省财政通过“先征

后返”的形式，对旅游企业上缴的所得税 3 700万

元予以返还。

旅游业发展任重道远

我国旅游业作为一个新兴的产业，方兴未艾，

今后的发展任重道远，需要旅游部门继续努力，也

需要社会各界的支持。财政作为政府重要的职能

部门，更应大力支持旅游业的发展。进入“九五”

时期，已有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及其财政部门认

识到旅游业的重要地位，把它作为一个新的经济

增长点和财政增长点，采取许多措施加以扶持。
福建省政府决定在“九五”期间建立省旅游发

展基金，并增拨 5 000 万元财政周转金，保规划、

保重点、保效益，对列入全省旅游发展规划的重点

项目，将给予倾斜支持。同时，把扶持的重点放在

旅游资源分布较为丰富，但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

地区。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启动旅游业的发展，带

动这些地方走上脱贫致富道路。
河北省规定，在“九五”期间，将省直旅游企业

上缴所得税的 100% 、各地市旅游企业上缴所得

税的 50% 返还给企业。
为加大对旅游业的投入，安徽省决定从 1997

年起，连续 4 年由省财政每年安排 500万元，由使

用资金的项目所在地、市和金融机构分别按一定

比例配套。同时连续 4 年每年发行 500万元旅游

企业债券，由省财政贴息。
据介绍，我国旅游发展“九五”计划如能顺利

实现，则在这新的五年里，国际旅游外汇收入累计

可达 580亿美元，能增加 1.45—1.5万亿元的国民

收入，实现约 1 400—1 500 亿元的利税，还能提供

总共约 2 000 亿元的建筑市场和 3 000—4 000 亿

元的农副产品及工业品市场。如果“九五”时期再

上一个新台阶，旅游业这块砝码的分量，在经济社

会发展和财政增长的天平上，就更显得举足轻重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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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讷河市是一个

典型的农业县级市，经济基础

薄弱，经济发展中的“农业大，

工业小，三产弱”的结构性矛

盾很突出，财政入不敷出。近

几年讷河市财政部门紧紧依

靠市委、市政府的领导，狠抓

开源节流，打了一场漂亮的财

政翻身仗，确保了财政预算的

连年平衡，财政收支实现了快

速增长。到 1996 年末，全市

财政收入完成 13 659万元，比

1994 年增长 38% ，年均递增

11.4% ；财政支出完成 10 360

万元，比 1994年增长 30 .5% ，

年均递增 9.3% ，不仅保证了

职工工资的正常发放，而且为

经济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

的资金扶持。
支持经济发展，搞好

财源建设。
根据讷河市是一个农业

大市、农副产品资源丰富的特

点，财政部门制定实施了“稳

定农业，搞活工业，发展特色

经济，培育特色财源”的财源

建设思路。在稳定农业上，每

年都安排一定数量的资金向

农业倾斜，支持农田水利基本

建设、大型农机具更新和农业

新技术推广等。1996 年，市

级财政共投入支农资金 338.6

万元，重点支持抗旱打井、推

广玉米大双覆技术以及大型

农机具的更新匹配等，进一步

加强了农业基础建设，为农业

夺得丰收奠定了基础。农业

对财政的贡献率已经占整个

财政收入的 80% 左右。在搞

活工业上，认真贯彻“卸包袱，

活存量，转机制，促发展”的方

针，一方面支持企业破产重

组，帮助企业减轻债务负担，

先后对 19 户工业企业依法实

施了破产，卸掉包袱 7 481 万

元，企业资产负债率已由破产

前的 148.9% 下降到 7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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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支持停产、半停产企业重新启

动生产，去年他们千方百计筹措扶持生

产资金 1 488万元，支持了永兴纸业有限

责任公司、盛达乳品厂、昌达味精厂、拉

哈二农机等 10 户停产、半停产企业恢复

生产，盘活存量资产 2 697 万元，安置职

工 988 人，减少了企业亏损。去年全市

国有工业亏损 118万元，比上年减亏 105

万元。在发展特色经济上，财政部门立

足马铃薯资源优势，对马铃薯产业发展

给予重点扶持。省市共投入专项资金

310万元，支持以种子公司为主的基地

建设和广昌淀粉厂、港进马铃薯制品有

限公司等龙头企业发展，使马铃薯产业

开发层次和水平有所提高，并向集团化、

群体化发展。到 1996 年末，全市马铃薯

加工企业已经发展到 906 家，比上年增

长 47% 。

完善 乡级财政体制 ，壮大乡 镇

财政实 力。
1994年，讷河市坚持“富市先富乡”

的原则，对乡镇实行了“划分收支，分级

分税，体制上解，自求平衡”的分税制财

政体制。这一体制的建立就显示出具有

旺盛的生命力和鲜明的特点：一是保持

了中央和省确定的分税制基本框架不

变、税收返还系数不变和共享收入分成

比例不变；二是将便于乡镇征管的印花

税、农业特产税、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

税和城市维护建设税 5 个税种，全部下

划作为乡镇固定收入，增加了乡镇的“活

面”收入；三是将支出额度大、增支额度

大的乡镇教师工资上划到市本级承担，

最大限度地减轻了乡镇支出的压力，三

年来市本级拿出财力消化乡镇教师人员

经费增支 1 354万元；四是增加了对乡镇

的体制照顾，市本级拿出财力 482 万元

实施体制照顾，重点解决乡镇人员政策

增支和困难乡镇日子难过的问题，三年

间市本级累计照顾乡镇财力 1 446 万元；

五是新老体制双轨运行，原体制乡对市

的各种上解、市对乡的各种补助，与新体

制的三税上划、税收返还同时运作。分

税制乡级财政体制较好地调动了乡镇政

府当家理财、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乡级财

政收入实现了快速增长。1996 年，乡级

财政收入完成 3 594 万元，比 1994 年增

长 32.1% ，年均递增 9.7%。

抓好税收征管 ，大力 组织 财政
收入。

为确保财政收入有较大增长，讷河

市努力强化收入征管。具体说来抓了四

方面工作：一是搞好税源调查。他们每

年都认真组织全体财政干部，深入村屯，

深入企业，适时开展全市性税源调查，调

查面达到全市工商企业户数的 80% 以

上。在调查基础上，认真编制年度税收

计划，经政府批准后下达给执收单位执

行，使得计划符合税源实际，执行中偏差

较小。二是千方百计调动税务部门加强

税收征管的积极性。三是监控财政经济

整体运行动态，正确分析财政预算执行

情况，发现问题及时研究解决。在这方

面，实行了企业会计信息管理系统和重

点企业税收解缴情况报告制度。企业会

计信息管理系统，就是将财政的财务管

理职能从预算内工商业延伸到包含二轻

集体企业、乡镇企业在内的生产和流通

领域，了解和掌握全行业的会计信息。

目前纳入企业会计信息管理系统的企业

已达 96 户，通过这 96 户企业的信息资

料，基本可以 掌握全市经济运行动态。
重点企业税收解缴情况报告制度，就是

每月由职能组（室）了解和报告一次重点

税源企业税收解缴情况，了解和掌握税

源的增减变化动态，发现问题，及时协商

有关部门解决。四是抓好财政负责的农

业四税和其它收入征收管理工作。1995

年对农业税课税面积进行了清理，新增

农业税课税面积 70.9万亩，当年新增农

业税收入576万元，累计增加财政收入

1 507 万元。

坚持有保有压方针，优化支出

结构。
在“有保有压”的方针指导下，坚持

了保大局、保稳定、保重点方面的工作：

一是对企业挖潜支出、支农支出、教育支

出等重点支出在预算安排上给予重点倾

斜，在预算执行时按农时和技改项目所

需优先拨付，基本做到了按时拨款、足额

到位。二是职工工资在预算中打满打

足，平时按平均进度逐月拨款，做到不拖

不欠。此外，为了保证企业离休干部工

资的按时发放，还将工商企业无力发放

的离休干部工资归口市老干部局管理，

统编预算，按进度拨付。三是将乡镇教

育人员工资由市统一调度，财政按进度

拨到市教委，再由教委转拨到各乡镇，使

乡镇教师工资得到了保证。与此同时，

坚持压缩一般性支出。在这方面，主要

是严把四关：一是严把预算编制关，实行

零基预算编制办法。即在全面掌握每个

预算单位的人员编制、人员结构、工资构

成、车辆情况、取暖面积、供热方式等基

本情况的基础上，按照有关要求逐项逐

款逐类进行编制。对人员经费按工资表

逐人按项填列，超编人员一律不核定工

资，缺编的按实际人数核定；对工会经

费、福利费、教育费附加分别按规定比例

计算提取；对车辆消耗费按车辆台数和

定额核定。各单位的经费指标一经核

定，年内不予调整，当年增加人员不核增

经费，从而有效地促进了预算单位在预

算年度内自行控制增人增资问题。二是

严把预算支出审批关，继续坚持市长“一

支笔”批钱制度。三是严把重点支出管

理关。对会议费、电话费、公费医疗等重

点支出的管理办法进行了改革，减少了

资金的损失浪费，收到了较好的节支效

果。四是严把专控商品审批关。
加 强预算外资 金管 理，增 强政

府调 控能 力。
讷河市在预算外资金管理上下手较

早，取得了一 定效果。到 1996 年末，纳

入财政管理的预算 外资金总额已 达

2 284 .8万元。他们的做法主要有两点：

一是实行预算制管理。收入编制计划，

下达执收单位执行：支出实行零基预算，

追加支出实行市长“一支笔”审批。二是

加强行政性收费管理，按省里的统一 要

求，将首批应纳入预算的收费全部纳入

预算管理，按预算列收列支，实际支出按

计划支出占计划收入的比例进行控制，

多收多支，少收少支，不收不支，这样既

减轻了财政资金的压力，也激发了各收

费单位创收的积极性。1996 年纳入预算

管理的行政性收费资金总额达 99 万元。
为了把这一工作做得更扎实，今年讷河

市已采取有力措施着手加强乡镇预算外

资金管理，意在促进乡镇预算外资金管

理走上规范化轨道。
（责任编辑  石化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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