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振兴国家财政”征文

〔编者按〕党的十四 届五 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 2010 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

提出“振兴国 家财政”的任务。振兴国家财政，不仅对加强财政自身

建设有着重大意义，而且对于实现“九 五”和跨世纪的经济、社会总

体目标，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贯彻落实《建议 》的精神，促进

“振兴国家财政”任务的 实现，本刊特举办“振 兴国 家财政 征 文”栏

目，以 刊载各界朋友为此发表的观点、议论、建议。欢迎广大读者踊

跃投稿。

把“振兴国家财政”

做为首要研究任务

陆百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

于 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九五”计划和

2010 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特别提出了“振兴国

家财政”的任务。李鹏总理在《说明》中又专门就

财政问题作了重点论述，提出解决我国财政问

题的特别重要性，以及解决财政问题的目标和

要求。江泽民总书记提出的正确处理好关系全

局的十二个关系问题，也都涉及到有关经济利

益关系的调整问题，每一关系的处理都涉及到

财政问题，都是带有“财政含义的关系”。这是党

中央对我们财政界提出的一项十分重大的新课

题，充分表明了党中央对财政工作的关心和重

视。我们应把“振兴国家财政”做为“九五”财政

科研的首要课题，进行深入研究，为中央决策提

供科学的理论依据。

要振兴财政就要搞好财税改革。1994 年国

务院出台了财政、税收改革方案，经过财税部门

和其它部门的共同努力，财税改革取得了突破

性进展，收到了明显的效果，中央和地方财政状

况有了一定的改善。对这次财政税收改革的基

本方面，我们必须充分肯定，但是，从两年来的

进展情况看，无论是管理体制或运行机制，都没

有完全到位，还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和综合整

治。对这一点，我们也必须要给予必要的认识。

所谓改革还没有完全到位，主要指国家财

政困难还没有真正扭转，还需要进一步振兴，要

为实现财政的长期的根本性好转而继续努力；

财政运作机制还不健全，还不顺畅，还不大规

范，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财政体制还

没有真正形成；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关系还需

要进一步定格，各级政府之间的事权划分和财

权划分需要进一步明确界定；税收制度还需要

进一步统一，税收政策还需要进一步完善，税收

征收管理还需要进一步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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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税收体制和运行机制的改革，是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宏观调控体系的核心部分

之一，也是实现财政振兴的一个重要途径。党的

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和党的五中全会《建议》

都明确提出：“财政通过实施财政政策，运用预

算、税收手段和预算内外的综合财力，并按照中

央和地方事权划分，建立起比较规范的财政转

移支付制度，着重调节收入分配结构和地区分

配结构。”《建议》还对今后财税改革提出了四点

要求：即深化财税改革，健全财政职能，加强税

收征管，提高“两个比重”。我们应当以《建议》提

出的任务为主要课题，把研究工作进一步推向

深入，以便为实践的推进提供借鉴。

目前财政税收改革中还存在明显的思想障

碍。主要有四个方面：（1）既得利益，（2）短期行

为，（3）传统观念，（4）新教条倾向。这四大障碍

严重影响了改革的实施和进程。要解决这些问

题，困难较多，矛盾很大，需要上下一致，统一认

识，统一步调。具体讲，需要解决两个方面的问

题：

（一）要解决 认识问题，进一步明确加强财

政税收 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调控中的重要作

用。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过程中，财

政税收的作用不是“让位”，而是要尽快“到位”，

要在新体制建立与运作中“站好岗、放好哨”。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资源（包括资金）的配置

并非是盲目的，任其自由的、完全市场化的。江

泽民同志明确指出，市场也存在明显的弱点，即

存在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的弱点，要克服市

场的这些弱点，就必须强化宏观调控。

微观机制要活，宏观调控要强，这是对立的

统一，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要求。宏观调控权

必须集中在国家，特别是对财政、货币、国际收

支和投资四大政策手段，国家一定要有必要的

控制力。

（二）要进一步探索财政 税收 总格局的“定

格”、“定位”问题。

1.定格：

（1）主要是探索在国民收入分配中财政应

占份额问题。目前，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和

国民收入的比例过低，在中国国情下，国民生产

总值或国民收入与财政收入的数量比例关系应

当如何确定，如何做到恰到好处。这是中国经济

中需要研究解决的最重要的“黄金分割线”。应

当讲，目前从企业拿上来的财力不算少，但是这

些收入的钱哪儿去了？主要是四个去向：①吃掉

了一部分（人员开支）；②还掉了一部分（债务支

出，冲抵亏损）；③流失掉了一部分（国有资产流

失、乱分配）；④用掉一部分（建设投资、项目支

出）。吃、还、流、用四个方面，真正在财政上有反

映的只是一部分，很大部分财政并没有真正管

起来，或没有在预算内反映。我们的财政，说到

底还是预算内财政，并没有充分体现国家财政

的规模和运作情况。

（2）要探索财政在“三大关系”（中央财政与

地方财政的关系；中央财政与部门、与行业财政

的关系；预算内财政与预算外财政的关系）中的

“统帅”作用问题。我主张财政要“收编”，凡是带

有“国字头”的财力，都是“国家财政”的资金，都

应在财政上列收列支，真正做到透明化。特别应

当把目前的建设预算健全起来，许多属于“建设

基金”的投资，都应列入国家财政反映的范围。

（3）要探索国有企业利润再投入问题以及

国有经济收入再分配问题。

2.定位：

（1）在财政体制上，要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下，国家财政职能问题，特别要探索建立

比较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税收分配制度、财政

支出制度问题。

（2）在预算编制上，要研究如何实现“两

统”，即统一管理政府内外债务，统筹安排国债

借、用、还。同时，要探索社会保障收支纳入财政

管理的问题。

（3）在财政平衡上，要探索财政在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国家宏观经济调控和经济

稳定中的作用问题，特别要研究如何实现“基本

消除赤字，控制债务规模”的任务。

要健全国家财政职能，实现国家财政的振

兴，真正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就必须

在这些重大问题上有突破性改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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