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努力拓宽销售市场，确保县直工业年度内实现产值

7.65 亿元，增长 22.9% ，销售 7.05 亿元，增长 23.5% ，

新增利税 350 万元，使之真正成为我 县经济的“领头

雁”和财政收入的主体。

五、开发第三产业，建设新生财源。分税制把第三

产业的营业税划为地方财政的固定收入，有利于推动

第三产业的发展。发展第三产业是我县新的经济增长

点，并大有潜力可挖。因此，我们要在现有商品流通市

场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宽流通渠道，努力发展旅游、运

输、仓储、文化娱乐、劳务、技术服务、房地产开发和个

体私营经济。在市场建设方面，按照“谁建设、谁管理、

谁受益”的原则，动员各方力量投入市场建设，实现“建

一处市场，带一种产业，活一片经济，富一方人民”的目

的。在发展个体私营经济方面，县委、政府已经制订了

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 30 条政策措施，规定个体经济不

限制发展比例，不限制发展规模，不限制经营范围，不

限制开业条件，各部门齐心协力为他们“正名、排忧、维

权”，敢于培养和扶持一批个体私营企业典型。主动协

助县个体经济办公室和建设银行进一步抓好个体基金

协会，扩大会员，壮大基金，优先放贷，搞好服务，力争

全县个体工商户发展到 1.2 万户，新增 3 200 户，从业

人员发展到 2 万人以上，新增 5 000 多人，私营企业发

展到 100家，个体税收保证 850 万元，力争达到 1 000

万元。

六、创办服务实体，建设替代财源。鼓励行政事业

单位创办服务实体，用有偿服务的收入来顶抵财政支

出，是增加替代财源，减轻财政压力的一条直接有效的

途径。过去，我们扶持农业局创办的羽绒厂、畜牧局创

办的羊毛被服厂，取得了可喜的成效，尝到了一些甜

头。1994 年我们继续对县级机关团体和事业单位创办

的实体给予扶持，并提供优惠服务。特别是对农口系统

的社会化服务体系给予重点支持。同时还要加强行政

事业性收费和预算外收入的管理，促进行政事业单位

由全额预算向差额预算、差额预算向自收自支转变。

（责任编辑  王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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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现代企业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的基础，为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进

行的税收制度改革与之有密切的内在联系。具体地说，

从 1994 年开始实行的新税制对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发

挥着积极促进的作用。我认为，这些作用 主要表现在以

下方面。

一、进一步理顺和规范国家与国有企业的分配关

系，促进企业法人财产权的确立

现代企业制度从本质上要求，企 业成为法人实体

和市场竞争主体。对于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国

有企业来说，首要的是要做到产权清晰，明确界定国有

资产的所有权、国家授权的投资机构拥有的产权和企

业法人财产权。企业法人财产权是企业对包括国有资

产在内的全部法人财产依法拥有的独立支配的权利。

企业法人财产权的确立，又首先要转变政府职能，把政

府具有的行政职能（主要是社会经济管理职能）和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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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的所有者职能分开，即所谓政资分开。政府职能不

转变，企业经营机制就难以转换。而无论是习惯上所说

的政企分开，或政资分开 ，很大程度体现在对国有企业

收益如何分配上。新税制在解决这一深层次问题上迈

出了重要的一步。主 要表现在：

1
.
统一内资 企业所得税。政府行使行政职能，对各

种所有制企 业一视同仁地征收所得税，以满足社会公

共需要。新税制实行 33 %的比例税率，具有透明度高、

计税方便和促进效率的优点，既符合大部分国有企业

的负担能力，又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的

税负持平。同时，取消国营企业调节税和对企业折旧及

税后留利征收的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和预算调节基

金（简称“两金 ”）以 及其他不规范的收费。这些改革，规

范了国家 与企 业的分配关系，有利于政府作为社会管

理 者只对国有企 业依法征税，而不再直接干预企业的

生产经营。

2.逐步建立国有资产投资收益按股分红、投资分

利或税后利润上交的制度。也就是说，国家作为行政管

理者依法征税；企业的税后利润，按《企业财务通则》和

《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提取盈余公积金、公益金后，在

投资者之间进行分配。国家全资企业，由国家指定机构

行使所有权，决定收益的分配；对于国家参股的股份制

企业及国家出资的合营企 业，国家和其他出资者一样

按资分取收益。这样，就从分配上将政资分开，并为政

企分开奠定了 基础。

3.转换企业还贷机制，促进企业信用制度的建立。

转换企业还贷机制的 主要政策内容是，取消税前还贷；

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借款本金一律用企业留用资金归

还，利息分别情况 处理：固定资产交付使用前发生的，

计入固定资产投资造价；固定资产交付使用后发生的，

计入财务费用。取消税前还贷，不仅仅是因为它影响了

企业所得税税基，减少财政收入，更重要的是可以有效

地约束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借款的盲目性。从企业的角

度来说，企业要成为真正的法人，必须具有独立的企业

信用，这就是：企业借债企业还，而不应再是企业借债

国家还。讲企 业自 主经营，不能只讲企业要有产、供、销

的自主权这一 面，还必须强调企业要以全部法人财产

对自身的债务承担责任。可见，取消税前还贷，对于理

顺企业财产关系，促进企业向独立的法人实体转换，具

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统一税法，公平税负，为企业参与市场竞争创

造良好的条件

从分配上促进企业法人财产权的建立，确立企业

法人实体的地位，还不等于企业具备了适应市场的行

为方式，企业还必须努力转换经营机制，成为市场竞争

的主体。而新税制正是起到了这方面的促进作用。主要

表现在：

1.统一了内外资企业的流转税和一些地方税。

2.统一了内资企业所得税。目前虽单独保留了对

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征收的所得税，但税前列支

项目和税率已基本一致，为进一步统一内外资企业所

得税奠定了基础。

3.普遍实行增值税，在较大范围内解决了以往重

复征税的问题，使产品不致因生产、经营环节的不同而

出现税负不均，有利于生产经营各种不同商品的企业

间的公平竞争。增值税实行价外计税，不干扰企业的成

本核算和经营效益，使企业的生产经营不因征收增值

税而影响公平竞争。

4.完善资源税收体系，对开发利用国有土地和矿

资源的单位，分别征收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和资源

税，体现国有资源的有偿使用，更着重于调节由于资源

条件的差异而形成的级差收入，从而有利于企业在大

体同等的外部条件下开展竞争。

5.严格控制减免税，明确除税法规定的减免项目

外，各级政府和各部门都不能再开减免税的口子。这不

仅使税收进一步实现法制化和规范化，更好地维护了

国家财政收入，同时也是维护税负公平，促进企业公平

竞争的必要措施。

税制改革已迈开大步，还有待不断完善，特别是要

围绕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个重点来完善。企业是国民

经济的细胞，细胞活跃，税源才能充裕；税收又是政府

实施宏观调控的重要杠杆，只有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

要求规范和约束企业行为，才能发挥调控和引导作用.
对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来说，税制改革只是为其提供

了较好的外部条件，更重要的是有待于企业自身的努

力。

（责任编辑  张 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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