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手段。邯钢把成本看作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

“牛鼻子”，有一定道理。

第二，加强管理必须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

激励机制主要指拉开工资奖金差距，有奖有罚，

体现按劳分配的原则。没有激励机制的加强管

理，只能“写在纸上，讲在嘴上，贴在墙上”。海尔

认为，激励机制是日清日高控制系统正常运转

的保证条件，他们在这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他

们的原则，一是公开、公平、公正；二是要有合理

的计算依据。邯钢在保证职工基本工资收入的

前提下，把占工资总额 40%以上的奖金，全部

按贡献大小拉开差距。它的一个重要办法，是全

厂实行成本否决制度，凡完不成成本、费用指标

的单位，不讲客观，一律免发当月全部奖金（但

累计完成后可补发）。激励机制并不神秘，只要

办法对，运用得好，很快就可以见效，有的企业

只靠推行计件工资不就改变了面貌吗？

第三，加强管理要靠企业家。我们可以观察

一下，凡是管理科学、经济效益好的企业，总是

有一位好的厂长、经理，他们是政治思想强，敢

于和善于经营管理，懂业务又懂技术的企业家。

我们要培养社会主义企业家，就像在战争时期

培养各级指挥员一样。对企业家，应当实行区别

于党政领导干部的管理方法，取消行政级别，实

行年薪制，把企业的经营效益和报酬联系起来。

加强企业管理，从当前看，是提高经济效益

问题；从长远看，是提高职工队伍素质问题。一

个国家要在激烈竞争的国际市场上占据优势，

关键是要有一支素质好的职工队伍，而优良的

素质只有通过企业的严格管理才能培养和训练

出来。

（本文选自中共中央党校《报告选》1995 年

第 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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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李鹏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安排

好“八五”计划与“九五”计划衔接的指示，财政

部于 4 月 25 日至 26 日，邀请部分省市财政厅

（局）长 ，讨论了财政“九五”计划基本思路。会议

由刘积斌副部长主持，傅芝邨、谢旭人等部领导

出席了会议。现将座谈意见及建议综述如下。

（一）编制财政中长期计划要从“大财政”出

发考虑问题。四 川省财政厅长李达昌认为，经过

15 年特别是“八五”以来的经济体制改革，我国

财政体制和财政职能发生了很大变化，无论是

中央财政还是地方财政，围绕改革开放和经济

建设，都作出了积极的努力，总的说，财政 15 年

来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当前面临的形势也是

严峻的。在这一特定条件下编制财政中长期计

划，要立足全国财政 ，体现市场经济下“大财政”

的特点。特别是在制定“九五”时期的政策措施

时，既要考虑中央的负担，也要顾及地方的实

际，每项政策措施的出台，都要注重调动两个积

极性。辽宁省财政厅副厅长鲁昕认为，从总结财

政改革的经验教训来看，过去一般只注意利益

分配，忽视了生产要素的分配；只注意预算内财

力分配，忽视了预算外社会财力的分配。“九

五”时期应树立大财政理财思路，确立大财政分

配观和大财政管理观，调动预算内、预算外，国

内外的财力，规范预算内、预算外管理办法，建

立包括预算内、外财力的综合财政预算，建立第

二预算征管体系。

（二）要肯定财政参与各项改革和支持经济

发展取得的成绩。 与会同志认为，“八五”期间，

财政部门在各级政府领导下，按照邓小平建设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努力加强自身建

设，经 历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历史

性转变，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为各级政府履行

职能，推行各项改革，发展经济，维护稳定提供

了财力保证，15 年来我国经济增长了 10.7 倍，

没有各级财政的积极努力，是不能达到的，财政

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功不可没。去年五大改革中，

财税改革难度最大，特别是分税制改革，可以说

是对传统分配方式的一次革命，经过各级财政

的共同努 力，基本实现了预期目标 ，这是值得认

真总结和充分肯定的。

（三）振兴财政首先要健全财政职能。湖北

省财政厅副厅长王华新说，过去 15 年，我国财

政收入滞后于经济的增长，主要原因是财政职

能被肢解、资金过于分散，多头分配，体现在政

府财政预算内的只是很小一部分。现在，越来越

多的部门当财政的家，都要与 G D P 挂钩，都要

超过财政收入多少个百分点，这样下去是危险

的，财政部门应该拿出对策来，既要支持经济增

长，又要保证国家的宏观调控能力与预算平衡。

“九五”时期，必须下大力整顿分配秩序，强化财

政对社会财力的调控职能。江苏省财政厅副厅

长李双成说，振兴财政首先要健全财政职能，解

决利益分配主体多元化问题。江苏省有的部门

通过收费，集中了大量资金，比财政富裕得多，

财政甚至要向部门借钱过日子。陕西省财政厅

总会计师赵伯铬说，省政府研究资金调剂时，财

政部门心急如火，别的部门可以打瞌睡，到了年

终，财政厅长下去催收入，有的部门却高枕无

忧，这就是财政职能被肢解所产生的后果，中央

必须下大力解决这个问题。广东省财政厅副厅

长曾寿喜说，健全财政职能应与政府职能的转

变相适应，政府在什么范围内活动，财政就在什

么范围内行使职能，政府行为涵盖到哪些方面，

财政职能就跟到哪些方面，政府事权与财权要

互相适应，必须强化财政分配的主体地位，还权

于财政。

（四）财税体制改革要在稳定基础上逐步推

进。辽宁省财政厅副厅长鲁昕说，去年实施的分

税制财税改革，为理顺中央与地方的分配关系

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但需要进一步巩固和完善。

缓解财政困难，应从社会财力上找出路，不要轻

易调整刚刚出台的财税改革政策。建议分税制

体制稳定、巩固一段时间。有的同志说，取消税

收优惠，现在看来一下子不易做到，应留一个缓

冲期。减免税政策对支持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

作用，过去出现过的一些偏差是管理问题，不能

因噎废食，不要过多地批减免税政策，今后也不

是一律不减免了，主要是走向规范化管理，利用

税收政策杠杆更好地调动中央、地方两个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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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五）要把实际工作的重点放在增收节支上

面。河南省财政厅副厅长谭恩河认为，从总体上

看，我国财政支持经济的能力比较薄弱，财政负

荷很重，而各部门对财政的需求很旺，缓解这一

矛盾的出路在于开源节流，增收节支。一方面，

要加强税收征管，特别要加大个人所得税 、集体

和私营企业所得税的征管力度，把该收的收上

来，解决国有企业欠税问题；另一方面，要严格

控制行政事业经费支出，减轻财政负担。现在，

无论是企业还是行政事业单位，铺张浪费现象

都比较严重，公费旅游、公费宴请之风有禁无

止，要把实际工作的重点放在增收节支上面。

（六）要大力支持地方税体系建设，给地方

一定范围的税收立法权。上海市财政局副局长

蒋卓庆提出，地方财政应有固定税种作为地方

经济发展的支撑体系，地方财源基础稳固了，也

就为中央出台政策铺平了道路，因此，中央要给

地方赋予一定的税收立法权和征管权，允许地

方政府在一定范围、幅度内灵活调节。北京市财

政局副局长陈婷建议，在适当时机，应将地方目

前征收的各种费改为税，以规范地方财政收入

来源。

山东省财政厅原厅长姚永辉建议，中央要

充分考虑分税制后地方税源结构变化的实际，

帮助地方建立稳定的税源，地方正在投入的产

业，中央不要马上来一个“共享”，否则，挫伤了

地方积极性，也不可能给中央带来实际利益。四

川省财政厅厅长李达昌说，中央设计分税制方

案时，把地方四级财政笼统划为“地方财政”，是

不够科学的，中央给地方 25%（增值税）的分

成，还赋予省级财政转移支付的职能，省级财政

没有骨干产业，没有主体税种，没有固定财力，

日子很不好过。希望中央体谅地方实际困难，给

省级财政留出一定的空间，促进地方管好自己

的财力，推动经济的全面发展。

（七）要强化财政监督，坚持依法征税。有些

同志反映，现在财税机构设置不合理，地方国税

局与财政脱节，有的随意减免税，不仅不同财政

协商，连情况也不给提供。还有些同志反映，现

在税务系统是按计划任务征税，为了保证完成

任务，给税务部门许多奖励政策，如“给奖征

税”、“超收分成”等，这就造成只要完成征收任

务，就可不完全依法、依率征税，有的税务人员

还乱开减免口子。“九五”时期必须强化财政对

税务部门的监督，税务部门必须依法征税，依率

计征，用法律规范税收征管行为和调整财税关

系。

（八）财政中长期计划要体现对民族地区发

展经济的财力支持。陕西、新疆、湖北同志说，中

央财政应通过转移支付方式，加大对民族地区

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财政投入，缩小东、西部差

距。现在地区差距越来越大，收入分配贫富悬

殊，长此下去会导致民心不稳。“九五”期间财政

如何支持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央财政要有充

分的财力准备。陕西赵伯铬反映，全省有相当一

部分地、县发不出工资，累计财政赤字加上各种

挂帐已高达 50 多亿元。建议设立“西部开发基

金”，支持西部欠发达地区的资源开发、基础产

业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以防止东西部地区发

展差距的进一步拉大。新疆龚金牛厅长建议，对

贫困县实行部分减免农牧业税政策，一定五年

不变，由此产生的财政减收请中央财政给予补

贴，以增强贫困县县级财力，支持其发展。湖北

王华新说，当前不仅中央财政困难，省以下几级

财政也相当困难，湖北省有一个州，累计赤字已

达 1.5 亿元，其中有 3 个县当年赤字超过当年

财政收入，中央要进一步重视县乡财政建设，制

定相应政策，缓解地方财政的困难。

（责任编辑  王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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