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纳税款情况，使特产税征收 工作 步

入规范化、法制化轨道。二是建 立

相应的征收制度。 乡镇财政部门应

根据不同征收环节 并区分不同情

况，建立起灵活多样的税收 征管制

度，尤其是要搞好市场上特产税的

征收制度。对市场上固定的大额税

收，要求纳税人定期申报，主动交

纳；对零星小额的税收，可由财政部

门直接上市征收或委托代征，保证

收购环节特产税不流失。三是建立

协税护税制度。在取得 乡镇副业、

经管 、工商 、税 务 、司法 等 部门配 合

的同时，在各行政村及 重点税源 单

位，要配备专职或兼职协税 员，财政

所与之签订合同书，明确其责任 义

务，并根据工作实绩，付给 合理的劳

动报酬。四 是建立内部管理制度。
具体建立“一簿二册三帐”，即 ：票据

领销存登记簿，农业特产税计算 清

册，税源 调查登记清册，农税总帐 、

明细帐、征收台帐。要做到票证 专

人管理，专橱存放。五是建立 举报

制度。设 立举报信箱，公 布 举 报电

话，并对举报有功人 员进行适 当奖

励，以遏制偷税现象。六是建 立奖

惩制度。财政所内部及助征 人员要

实行岗位责任制，合理确定每 人的

工作职责、工作任务和工作目标，将

任务完成情况、政策执行情况、廉洁

自律情况等与工资奖金挂钩，严格

考核，赏罚分明，充分调动征管人员

的工作积极性，保证税政 人员依法

治税。
（责任编辑  李海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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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税制财税改革，按照税种划

分中央 、地方收入范围和采用“增量

调节”的政策，从总体上调动 了地方

政府发展经济、培植税源和组织税

收的积极性。但是，由于受某些既

得利益观念的影响，新旧体制在磨

合中还常常发生撞 击，目前地方税

征管中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

题。对此，笔者谈几点建议。
（一）强调财税政策的统一性。

根据经济发展的水平制定统一的财

税政策，并强调执行的一致性，是由

国家财税部门的本质决定的，也是

国家赋于财税部门的职权。基 于这

一点，地方税务部门履行自身职能

首先必须排除行政干预，抵制某些

地方违反国家财税政策，乱减免、乱

照顾 、乱优惠和截留中央收入的做

法。涉及财政税收方面的政策问

题，只能由各级财税部门按中央 有

关规定行使职权，不能政出多门，而

必须集中统一。

（二）明确划分国税 、地税征收

管理范围。 目前在地方税征管实践

中，一是国税局还 征管 了一部分地

方税收（如涉外 、个 体 、集 贸税收中

的地方税部分），但在 具体政策操作

上与地税局存在着 一定的差异。针

对这种情况，必须彻底地 划分税种

征管，把地方税种放给地税局，以 利

于地方税的征收管理。 二是部分地

方税从属于中央 税和 共 享税，征管

交 叉 ，在具体 业 务和实际操作中矛

盾重 重。如城建税的 计税依据依附

于增值税 、消费税，而增值税 、消费

税又由国税征管，致使税种在管理

上脱节 。 因此，应 尽快地对城建 税

等进行改 革，以 免税种 交叉管理给

征管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三是

改革完善地方税种，建 立 完整的中

央税、地方税体系，使国税 、地税 机

关各 司其责，又 互相联 系 、互 相 监

督，使中央税不受侵蚀，地方税不受

影响。

（三）提高纳税人的自觉性。地

方税收具有零星分散、点多面广、税

额偏小的特点，征收难度很大，要实

现税基完整并足额征收，除了靠广

大税务 人员的积极努力外，在一定

程度上还取决于纳税人的自觉性，

需要广大纳税人的积极支持和主动

配合。作为专司税收征管的地方各

级税务机关，一方面应当加强宣传，

帮助 居民和企业法 人树立纳税意

识，坚定依法纳税、自觉缴税和纳税

光荣的思想。另一 方面要改善服务

态度，树立严格、细化的管理观念，

不断完善管理制度和征收 手段，建

立健全纳税人的各种基础资料，堵

塞目前实际存在的偷税、逃税和各

种骗税漏洞，保证各项地方税收的

足额征收。

（四）把握均衡入库，国税优先

的原则。各级税务部门必须加强税

收征管，确保均衡入库，实现地方财

政的收 支平衡。但是，地方税收的

均衡入库并不是以牺牲“国税”为代

价的，相反，它必须建立在国税优先

的基础之 上。中央政府承担着许多

地方难以 承担的事权，需要大量的

财力来 支撑，地方税务部门必须把

“国税”的征收、入库放在优先地位，

加大征收力度，及时足额入库，增加

中央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
（责任编辑  李海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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