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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 年是实施分税制

财政体制改革的第一年，

改革给地方财政带来了新

的变化和影响，为地方财

政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

地方财政如何抓住这一改

革机遇，尽快摆脱财政困

境？带着这一问题，笔者对

湖北省南漳县分税制运行

情况进行了调查。

喜之所在：改革平稳

着陆，工作平衡发展

实施分税制改革以

来，南漳县财政部门本着

“立足改革求发展，克难制

胜争主动”的指导思想，大

力加强财源建设，狠抓财

政增收节支，千方百计盘

活资金，着力强化调控功

能，整个财政工作在改革

中实现了平稳过渡，使这

一改革的科学性、合理性、

可行性充分地显示出来。

——财政改革平稳着

陆。分税制改革，充分调动

了县乡理财的积极性，乡

镇主动为县财政分忧，自

觉维护县财政的总体调控

功能；完善了地方税征管

体系，按照分税分征的原

则，分设了县乡两套征管

机构，加强了中央税和地

方税征管；协调了与分税

制改革相关的关系，主要

是分税制与税制的衔接配

套、与企业制度和会计制

度的配套、财政与税务关

系的协调、财政与银行关

系的协调等等，为推动财

政改革创造了良好的环

境。

——财源建设稳步拓

展。南漳县财政部门紧紧

抓住分税制改革的机遇，确立了“县直抓骨干，乡镇抓

支柱，单位抓替代”的财源建设主体思路。在工业财源

建设上，以巩固、发展、提高为目标，层层筛选，择优扶

持，突出效益，扶持发展了纺织、酿造、造纸、化工、建

材、机械等一大批县直骨干企业；在农村财源建设上，

以“乡镇增实力，财政增后劲，农民奔小康”为目标，大

力调整产业结构，扶持建成了以桑蚕、茶叶、药材、食用

菌为主的八大商品基地，开展了乡镇企业目标利润管

理；在替代财源建设上，积极鼓励行政事业单位创收办

实体，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增强了行政事业单位自身实

力和服务功能。财源结构进一步优化，财源基础进一步

加强，财政收入明显增长。

——增收节支措施过硬。一方面，对新出台的各项

税收政策进行了深入细致地宣传，建立了以纳税申报

制度为主的“三位一体”的农税征管体系，财税银相互

理解，积极配合，使税收入库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好成

绩。另一方面，坚持“量入为出、先急后缓”的原则，以保

吃饭为重点，调整支出结构，基本解决了寅吃卯粮问

题。进一步修改和完善了公费医疗、会议费、邮电费、差

旅费、车修燃料费等专项支出管理办法，通过实施专人

跟踪问效管理，严格按支出预算把关，取得了一定的成

效。

——财政职能不断强化。新体制运行后，属于中

央、省级的收入入库后均直接上划，与老体制比较，留

用财力回旋余地明显减少。在这种情况下，不等不靠，

不断强化财政职能，拓展增收领域。狠抓了综合财政预

算管理，代管预算外资金 1 499.2万元，组织预算外收

入 80 万元；强化了国有资产管理，建立和完善了国有

资产报损、出售、转让核批制度和购置申报制度，参与

股份制改造，为国家挽回直接经济损失 175 万元；狠抓

了房改资金管理，堵塞了房改资金管理中的漏洞，归集

房改资金 600 多万元；狠抓了检查，查出违纪金额

155.3 万元，处理入库金额 50 万元。

问题犹存：困难不容忽视，矛盾交织存在

分税制财政体制对强化中央宏观调控，调动中央

和地方两个积极性，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起到

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新体制运行时间不长，新旧财

政体制处于交替时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些碰撞、摩

擦，给地方财政经济带来了一些压力，概括起来有四个

方面的问题：

问题之一，分税制实施以后，统收的局面打破了，

表现为包干制下财政收入增量部分主要归地方改变为

归中央；主要税种划为共享收入，财力上划，使地方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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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地方财力相对减少，中央财政

宏观调控能力增强。但是，统支的局面没有根本打破，

地方财政仍然承担大量的支出负担，仅工资改革一项，

地方实施的行政事业单位工资改革情况来看，财政就

不堪重负。

问题之二，中央和省适当集中了一部分财力后，由

于补助、上解、返还和税款入库等资金结算业务没理

顺，资金调度艰难，导致了专款拨不出，工资发不出。

问题之三，实行分税制的目的就是提高中央和地

方两个积极性，保证财政收入的完整性，杜绝一切减、

免、让因素。可是，中央为减少新税制运行中的摩擦，出

台了一些减免税政策，据统计，全县有 16 项，净减收

771 万元。加之在执行过程中，有的以发展生产为借口，

以牺牲税收为代价，擅自减免税收；有的搞以费抵税、

税前还贷或拖欠税款等等，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

问题之四，在分设两个税务机构工作中面临许多

问题。如在征收上，由于改革步子迈得不快，致使税收

组织不力，有的乡镇国税所与地税所分设时，承担的任

务与年初计划相差一大截；在纳税上，由于机构分设，

征管工作出现了较长时间的“断层”和“空档”现象，税

收跑、冒、滴、漏现象比较普遍。

另外，老体制遗留的财政赤字在不断加大，到目

前，该县财政赤字已达到 1 400 万元。

突围方略：深化财政改革，立足增收节支

在当前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地

方财政应该怎样适应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尽快摆脱

财政困境呢？我们认为，地方财政本身要破除“等、靠、

要”的传统观念，着眼于自身的努力来解决自己的困

难。

对策之一，明确发展方向，培植新的经济增长点，

加快地方财源建设。

1.把发展农业特产品作为财政投入的重点，加快

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把多种经营搞上去，并致力改变这

些项目的粗放经营和零星分散的问题。要大力推行“公

司+农户”，“工厂+基地+农户”的组织形式，促进农

林特产品的生产和加工，要通过发放支农周转金、实行

农村股份合作制、建立农林特产发展基金等多种形式，

增加对特产资源开发的投入。要建立生产、管理、销售

一条龙服务体系，让特产品走向大市场，成为农民奔小

康，财政增后劲的“主力军”。

2.提高支柱、骨干企业的经济效益。当前主要是转

换经营机制，加快技术改造，调整产品结构，由速度型

向效益型转变，通过扭亏增盈工作，关、停、并、转一些

亏损无望的企业，逐步使资金、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

向优势产业或行业集中，增强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能力。

3.把发展第三产业作为财源建设的又一个重点。

加快有利于商品流通的基础设施建设，如加快农副产

品交易批发市场的建设，加快旅游资源的开发，等等；

积极发展咨询服务业，培植和完善劳务市场、房地产市

场、信息文化市场，逐步提高第三产业提供税收占财政

收入的比重。

对策之二，拓展增收领域，强化依法治税，理顺征

管秩序。

1.坚持依法治税，堵塞跑冒滴漏。分税制后，要加

强税收征管力量，提高征管水平，建 立健全各种形式的

协税、护税网络，加强税收政策、法规宣传，提高全民纳

税意识。要杜绝随意减免税收的行为，从严打击偷税、

抗税的“钉子户”。要运用预算约束机制，加强对“执收、

执罚”单位的罚没收入管理，杜绝肢解、坐支、滥用的现

象。

2.拓展增收领域。要开征遗产与赠予税等新的地

方税收，将土地转让等隐性收入纳入财政预算管理。同

时，财政部门要以国有资产所有者的身份，通过参股分

红和按资分利等形式，参与企业分配。

3.推进综合财政预算。各级财政部门要拓展理财

视野，统筹使用各项社会财力，采取有效措施，将行政

事业单位的预算外资金、一些专项资金以 及各项自筹

资金纳入预算内统一管理；加强住房资金管理。

对策之三，以精兵简政为突破口，配之以有效的支

出控管机制，确保预算平衡。

1.大力推进机构改革，要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的标

准，根据各县市的总人口确定行政机构和人员编制，大

刀阔斧地归并和削减现有机构，并本着效率第一的原

则进行定员。要积极支持和组织创办经济实体，为人员

分流开辟就业渠道。财政部门要严格按编制核拨人员

经费。

2.要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发扬艰苦奋斗、勤俭节

约的光荣传统。要下大气力压缩人、车、会的开支，从严

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和非生产性建设项目支出。要支

持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改革公费医疗、养老、失

业救济、抚恤等福利性支出的管理，减轻财政负担。要

以《预算法》为坚强后盾，规范支出行为，严肃预算纪

律。

（责任编辑  王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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