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动产不动产的所有者和使用者课征的税种，简

并归一为财产税。在降低内资企业所得税税率

的同时，统一内资和外资企业的所得税税制。稳

定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简化扣除项目，严格偷漏

税的追缴和处罚。

第三，建立转移支付制度。教育是唯一一项

既能涵盖各个地区，又能反映经济发展、社会进

步和人口素质的指标，具有综合性强和指数化

简单的特性。建立转移支付制度，可以教育发展

作基本内容，以现有的专款作专项内容，设计出

相应的基本指标，确定不同类型地区的标准，逐

步规范化、制度化。

第四，确定财权税权。划定中央政府和地方

政府的事权，相应地划定财权。包括地方政府的

地方税种设定权、税率调整权和税收管辖权，充

分发挥地方在区域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

能因为利害关系，在财权不变的情况下改变事

权，或在事权不变的情况下改变财权，要坚持事

权与财权的对等与统一。

财政厅局长谈
“振兴国家财政”打好基础  突出中心  

建好机制

顾庆金贵州 省财政 厅 厅长

在分税制条件下如何进一步搞好财政工

作？我们认为应该是：“打好一个基础，突出一个

中心，建好 一个机制”。

打好 一个 基础，就 是要集中精力 加强财源

建设 ，为全省财政经济的较 快 发展打下一个 坚

实的 基础。改革开放以来，在省委、省政府的领

导下，贵州的经济社会取得了较快发展，财政收

入增幅较高。从“七五”以来到 1993 年的八年

中，财政收入从 16.97 亿元增长到 56.5 亿元，

年均增长近 5 亿元。但是，与经济发达省份相

比，贵州仍然是一个农业基础脆弱、工业基础落

后、财力基础贫弱的边远少数民族省份。再加上

近年来各种刚性增支因素增加过猛，致使财政

收支矛盾十分突出。要使我省财政状况明显好

转，唯一的出路就是必须下大力气抓好财源建

设，把财源建设摆在全省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

地位，采取倾斜政策和措施，巩固现有财源，努

力培植新的财源生长点。

围绕这个目标，各级财政部门要从单纯算

帐的框框全面跳出来，用更多的精力抓好财源

建设。要进一步转变理财观念，增强生财、聚财

意识，从单纯的“分蛋糕”转变为集中力量“做蛋

糕”。

根据我省的实际，抓好财源建设，一要坚持

因地制宜的原则。一个地区、一个县应该发展什

么样的财源项目，要从当地的实际出发，因地制

宜。要善于发现那些有生命力的财源生长点，逐

步走出一条“多点起步，重点扶持，形成规模，效

益显著”的财源建设路子。二要坚持效益原则，

把能否增加财政收入作为衡量财源建设是否成

功的根本标准，牢固树立“经济发展看效益，效

益提高看利税，利税增加看入库”的观念。

在财源建设过程中，要正确处理好以下关

系。一是当前与长远的关系，财源建设工作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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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抓当前，更要立足长远。二是速度与效益的关

系，真正做到用速度保证效益，以效益衡量速

度。三是整体推进与重点突出的关系，在强调整

体推进的同时，又必须突出产业、地区等方面的

重点，采取倾斜政策，实行非均衡推进。

突 出 一个中心 ，就 是要紧紧围绕增收 节支

这个中心开展工作。在各种刚性增支因素不断

增加的条件下，没有一定比例的财力增长，下大

力组织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就会成为无源之水；

然而，如果我们不在增收的同时，从严控制支

出，搞好节支工作，那么收入增加得再快，也难

以保证各方面的支出需要。如果说搞好财源建

设是进一步推进财政发展的必要前提，那么增

收节支则是我们在整个财政工作中必须紧紧把

握的中心内容。

围绕增收节支，应该搞好两个结合：一是把

强化税收征管与从严控制支出相结合。在税收

征管中，要严格依法治税，防止税收流失，坚决

堵住税收跑、冒、滴、漏的口子，确保财政收入任

务的完成。在财政工作中坚决贯彻量入为出，量

力而行，自求平衡的原则。在支出管理上，坚决

贯彻“有序安排，保证重点”的原则，首先保证工

资发放和国家机构的正常运转，其次按照农业、

教育、科技的顺序安排支出。二是把保证刚性增

支需要与支持经济发展相结合。要按照“一要吃

饭，二要建设”的原则，在保证各项刚性增支需

要的前提下，尽力挤出一定比例的资金发展生

产，搞好财源建设。

建好一个机 制，就 是要根据财政 发展的 客

观需要，建 立 起适应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 制的

财政 运行机制。为保证财源建设的顺利进行，搞

好增收节支，必须进一步完善财政管理体制。从

贵州的实际出发，在严格执行分税制财政管理

体制的基础上，我们将建立起一套规范的财政

工作激励机制；第一，改革现有的困难补助办

法，采取以奖代补的办法，激励各地、县努力增

收节支，最终达到预算平衡。第二，建立目标奖

励。对在财源建设、财政收入上台阶和预算平衡

等方面的工作做得较好的地、县，给予一定比例

的奖励。

财政厅局长谈
“振兴国家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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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兴国家财政，是党和人民赋予我们的历

史使命。青海财政在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长足

的发展，1994 年地方财政组织的收入是 1980

年的 9.5 倍。财力的增长对强化经济调控和促

进社会的发展进步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

是，同全国相比，青海财政还相当困难，实现省

委提出的“九五”和 2010 年奋斗目标还要付出

极大的努力。除了需要中央财政继续给予强有

力的支持以外，就我们本身来讲，把提高县乡财

政的自给水平放在突出位置是现实的和紧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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