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达川市财政部门在深刻认识财源建设的重

要意义的基础上，面对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实

施了“准、新、稳”的发展策略，即投资要准、项目

要新、发展要稳，既不因循守旧，也不“热胀冷

缩”，而是抓住骨干企业、拳头产品重点扶持。

如西外轧钢厂 1991 年在面临倒闭的情况

下，由市财政直接投资 250 万元，帮助贷款 800

万元，建成 5 吨电炉生产线的轧钢厂，1992 年

实现销售收入 4 844 万元，上缴税金 663 万元。

为了帮助该厂扩大生产规模，1992 年财政又挤

出 450 万元，从银行借款 1 100 万元，引进 10

吨电炉和 400 轧机两大生产线，扩建厂房 3 000

多平方米，1993 年该厂实现产值 1.3 亿元，利

润 2 800 万元，上缴税金 1 100 万元，成为全市

最大的乡镇企业，西外镇也跨入了全省 200 强

乡镇行列。

（三）变“寅吃卯粮”为“寅种卯粮”。前几年，

达川市市级财力增长较快，收入虽然增加了，但

财政仍然困难，仍然是“吃饭财政”，甚至出现

“寅吃卯粮”状况。主要原因是收入增长跟不上

人头经费和事业支出的增长，新增财力基本上

被人头吃掉了。如何变“寅吃卯粮”为“寅种卯

粮”，达川市财政部门进行了有效的尝试。他们

采取大力压缩财政供给人员、会议费、燃修费、

购置费等经费，再适当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在保

粮、增收、调结构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开发山场、

水面资源，建成了千亩果园 26 个，千亩桑园 18

个，养鱼基地 14 个，养猪专业村 28 个，使昔日

的荒山变成了摇钱树。

“寅种卯粮”使一批无力启动经济的村社，

得到了财政部门的推动力，终于脱贫致富，由吃

卯粮变成存卯粮，全市人均纯收入由 1984 年的

56 元上升到 1994 年的 1 040 元。农村经济发展

了，农民富裕了，同时也充裕了财政，1992—

1994 年，达川市财政收入从 4 400 万元增长到

6 920 万元，年均增长幅度达 27.7%，截止到

1994 年，达川市财政已连续 15 年实现了收支

平衡。

（责任编辑  江正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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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上半年，财政部驻各地财政监察专员

办事处对当地区域性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

1994 年所得税解缴情况进行了核查，据初步统

计，本次核查的企业达 6 422 户，查出违纪金额

24.3 亿元，应补缴所得税 10.2 亿元。从检查结

果看，不少非银行金融机构财会管理工作薄弱，

偷、漏国家税收，瞒报、少计营业收入，乱摊成本

费用等违纪现象比较普遍，有的问题还很严重。

这种状况亟待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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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主要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一些

方面：

（一）财会管理基础工作薄弱。突出表现在：

一是盈亏不真实，企业随意调节利润，出于各自

不同目的，搞虚盈实亏或虚亏实盈。国家实施新

的财会制度后，不少信用社违反权责发生制的

核算原则，呆帐准备金、应付未付利息计提混

乱，年末随意调整，影响了利润和应纳税所得额

的真实性。二是违纪违规现象普遍。不按权责

发生制核算收支是最普遍的问题，有的只算“应

收”，有的只算“应付”，还有的“应收应付”都不

核算；不按规定分期摊销费用；巧立名目，任意

扩大成本开支范围。三是由于主管部门的多元

化和各自专业侧重不同，企业帐、证、表的格式

五花八门，给自身核算和监管部门的工作带来

不便。

（二）财会人员业务素质较低。目前信用社

的财会人员多数是缺乏财会专业知识的待业青

年，业务素质不能完全适应工作需要。这些人员

上岗之前缺乏系统的专业培训，有关文件、法规

制度也没有一个固定渠道送至企业，有的政策

文件企业根本看不到，致使企业财会人员对新

财会制度和新税制知之不多，工作中无所遵循，

经常出现一些技术性的差错和违纪问题。如某

城市信用社，随意多提呆帐准备金 11 万元，多

提达 63% ，任意多提折旧 9 万元，多提 55%，该

企业为了信用等级达 A A A ，还人为增加所有者

权益，将贷款利息收入不进收入而直接转入“盈

余公积”，金额达 63 万元。

（三）依法纳税意识较差。大多数基层财会

人员不 了解税 收 会计，不知 道还有应纳税调整

项目，自 己不计算应纳税所得额。一些基层财会

人员对政策掌握不清，纳税意识淡薄，造成漏

交、混库现象严重。不少非银行金融机构没有严

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

例》，一是不主动申报纳税，许多企业年终决算

时不计所得税；二是拖延不缴；三是一些企业不

明确自己是否为独立纳税单位，有些外地公司

既未与总公司并表，也未就地申报纳税。此外，

还有一级机构虽然办了税务登记，而二级机构

却是漏管户，这些企业实现利润既未列入主管

行决算，也未并入一级机构表中，造成国家税收

流失。

（四 ）实物收 贷管理混乱。近年来，抵押贷款

发展较快，以物还贷逐渐增多，由于缺少统一的

管理核算办法，造成抵回的固定资产、流动资产

长期存放变质，房屋、车辆随意使用，固定资产

不按规定估价入帐，导致财产资金不实。

（五）人财物管理 关系未理顺。非银行金融

机构虽是挂靠专业银行管理，但很多关系还未

理顺。企业虽然是独立核算的实体，但缺乏人事

自主权、经营自主权。一些专业银行只负责非银

行金融机构人员进出，收取管理费；有的把信用

社作为自己的内部银行，直接指令发放贷款，造

成资金沉淀。有的地方对城市、农村信用社以及

非银行金融机构干预过多，凭借人、财、物管理

权，搞各种收费、捐赠、赞助、摊派，大大增加了

企业负担。

（六）国有资产收 入流失严重。许多非银行

金融机构名为集体、股份制企业，实际上是中央

企事业和地方主管部门办的第三产业，是为主

管部门服务的“福利”单位。这些企业以上交管

理费、董事会费的名义，转移利润，逃避税收。有

的将中央企事业单位应分得的税后红利不作分

配，长期挂帐，致使中央企事业单位的投资收益

不能及时回收。还有的以个人集资名义入股，既

在税前支付股息，又在税后分配红利，分红额超

过国家正常存款利率的数倍。部分信用社利用

“长期投资”科目经营“三产”，购置地产、房屋或

搞基本建设等，所用资金很少计息或根本不计

息。这些问题的存在，都使国有资产大量转移到

个人手中。

（七）政出多门，管理出现“真空”。一部分非

银行金融机构在中央与地方所属性质上划分不

清，造成形式上有人管，实际上无人负责的局

面。目前，除集体所有制的信用社由税务部门管

理外，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财务主管单位都

不明确，造成政出多门。如股金的“保息分红”，

人民银行可以出政策，税务局也可以出政策。有

些方面则又无章可循，为企业呆帐核销，有的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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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呆帐准备金，而沉淀多年的呆帐难以核销；有

些虽经过批准核销，但既无破产证明文件，又无

依法清算手续。

（八）任意支取 资本金，使资本金有名无实。

目前，信用社资本金主要是吸收股金，按有关规

定，股本是不能随意抽走的，但在实际工作中，

信用社吸收股金普遍可以随时支取，形成实收

资本经常变动。如某信用社 1994 年初吸收股金

1 800 万元，到 10 月份实收资本转为定期存款

1 400 万元。这种做法造成信用社实际没有资

本金可言，给储户带来很大风险，而且股利支出

在所得税清缴时很难准确核定。

（九）金融企业的界定和审批有漏洞。目前，

有些单位未取得人民银行颁发的金融许可证，

却又在从事金融业务；或者是在清理整顿时已

取消其金融许可证，但事实上却仍在经营；还有

一些企业，由不具备许可证发放权利的基层人

民银行，“登记备案”后便从事金融业务。这类企

业主要是一些地方性经济开发投资公司、金融

服务公司、典当商行、互助会、各种各样的基金

会，为数不少，有的省多达 1 000 多个。部分企

业由于是各地方政府支持组建起来的，享受地

方的优惠政策，利率高进高出，贷款不受规模控

制，严重扰乱了金融秩序。这类企业由于不属正

式批准的金融机构，而且所得税又全部交入地

方金库，造成中央财政收入流失。

（十）财会制度不够协调。比如有的主管部

门制订的财务管理实施办法，与现行《两则》、

《两制》不协调，一是呆帐准备金提取基数规定

不一致；二是成本开支范围不一致；三是应收利

息的财务处理上不一致；四是修理费科目核算

内容的规定不一致；五是折旧年限的规定不一

致。由于这些财会制度不协调，不统一，弱化了

财务制度的约束，出现了乱列成本现象。

近些年来，非银行金融机构发展很快，各种

机构、民间团体组织争相开办非银行金融企业。

随着数量的增多，这类企业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应逐步规范和加强非银行金融企业的财务管

理。对此，笔者有几点建议。

（一）建立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财务监督体

系。由于非银行金融机构在性质上属金融企业，

但又区别于金融企业，这些企业的资金是从自

筹开始，自我积累，自我发展，单靠参照金融保

险企业的各种办法是不完全可行的，有关部门

应该制定相应的制度。

（二）规范财会制度。所有企业财会制度不

能违反《企业财务通则》和《企业会计准则》，不

能违背行业财会制度。各有关部门制订的配套

制度，也必须符合国家现行的行业财会制度，以

规范财会行为，尽快把各类金融保险企业财务

制度统一到《两则》、《两制》的规定上来，使非银

行金融机构的财会管理走上正轨化、规范化。

（三）抓 紧清产核资，防止国有资产收 入流

失。清产核资是财税部门对非银行金融机构进

行监督管理的一项很重要的基础工作，在作好

此项工作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财税部门事前、事

中管理的监督作用，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堵塞国

家收入转移和流失，多为国家增收。

（四 ）增强企业纳税意识，加大监督力度。一

是征管机关要严格执行税收政策；二是企业要

按国家税法规定积极主动申报纳税；三是要监

督企业及时足额地将应上交的税款解缴国库，

严禁任何形式的截留。

（五）加强业务学习和培训。要深入宣传国

家新的税收法规，做好对非银行金融机构财会

人员的业务培训，不断提高征管人员和财会人

员的业务素质。

（六）完善监督管理机 制，积极 推进城 乡信

用合作社向合作银行过渡。目前，城乡信用社分

别由联社和农行代管的体制，存在许多弊端，不

少地区监督管理不到位，流于形式，在监督、管

理、服务上跟不上。从长远来看，积极推进金融

体制改革，逐步过渡到合作商业银行，是促进信

用社完善与发展的途径。

（责任编辑  张 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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