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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建立适应分税制
要求的地方财政新格局

纪 进江苏省通州市财政局局长

通州市东临黄海，南依长江，三面环绕南通市区，

与上海隔江相望，同苏北平原一脉相连。全境面积

1 640平方公里，人口 146 万，辖 19 个建制镇 30 个乡和

一个渔港管理委员会。原南通县一直是人口大县和财

政大县，1985 年完成财政收入 12 158 万元，比 1978 年

翻了一番多，成为苏北第一个财政收入超亿元的县

（市）；1992年突破两亿元；1993 年 1 月经国务院批准

撤销南通县、设立通州市，财政收入又上新台阶、完成

25 866 万元，比 1992 年增长 26.2% ，并实现了当年财

政收支平衡。

近几年来，通州经济快速发展最显著的特点，就是

乡镇企业，“三资”企业发展迅猛，很快成为通州经济的

支柱和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乡镇财政收入，1988 年首

次突破亿元关，1993 年达 18 106 万元，占全部财政收

入的 70%。

我市的财政工作所取得的成绩，是深化改革，经济

发展，增收节支，强化管理的成果，也是全体财政干部

在困难与矛盾交织并存状况下努力拼搏的成果。当前

改革的不断深入，尤其是新的财税体制出台，给通州市

财政经济发展带来了一定有利条件的同时，在新老体

制交替过程中，也使通州市面临很多困难和矛盾。一是

实行分税制后，作为地方财政重要来源的地方固定收

入，税源分散，征收复杂；二是在新老体制交替过程中，

中央采取新老体制“双轨并行”，产生“两个增量”上交，

即按老体制每年 6.1%递增包干上交，今后年度固定收

入和共享收入超过 1993 年实绩中，中央集中大头，三

是中央逐步降低地方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 比

重，给地方平衡带来影响，不断出台的新增支项目，支

出由地方负担，对通州这样的人口大市来说，影响更

大；四是实行税利分流，税后还贷，在一定程度上增加

了企业负担，影响到生产的发展和效益的提高。

然而，前进道路上的困难与希望同在，矛盾与机遇

并存。只有加快改革，开源节流，建立适应分税制要求

的地方财政新格局，才能开创财政工作的新局面。

就分税制财政新体制，从长远看，对增强宏观调

控、调整经济结构、规范经济行为、提高经济效益是有

利的，为通州开辟财政工作新局面打下了良好基础。从

目前看，在新老体制交替过程中会遇到许多困难和矛

盾，财政工作将在一个较为复杂的环境中展开。但只要

我们认清形势，统一思想，增进共识，正确分析财税体

制改革后对地方经济的影响，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因势

利导，循序渐进，采取相应措施，引导结构调整，促进经

济发展，重视提高效益，培植后续财源，就能变困难为

机遇，化压力为动力，形成有地方特色的梯级财源体

系，营造适应分税制要求的地方财政新格局，实现新老

体制顺利交替，并在交替过程中确保地方财力稳定增

长。

建立适应分税制要求的地方财政新格局，必须立

足深化改革，发展经济加大地方财政调控力度。按照改

革的目标和要求，根据通州市实际，应加快作好四方面

的工作：一是进一步完善乡镇财政包干体制。总结通州

市实行乡镇财政包干 6 年来的成功经验，结合分税制

新体制，对乡镇财政采取“核定收支、双量包干、超收分

成、短收赔补”的包干体制，做到既与现行乡镇财政包

干体制相衔接，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又与新的分税制

要求相吻合，保持地方各级财力的稳定增长，并进一步

完善乡镇金库管理。二是重点抓好预算外资金管理。加

强行政事业单位的预算外资金监控，强化收费票据管

理，规范收入范围，适当集中调度，正确引导流向，并实

行预决算制度。三是推进国有企业税利分流、税后还

贷、税后分利改革，搞好新老贷款划界和归还办法的过

渡。加快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和调整企业组织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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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结构的步伐。帮助企业深化内部改革，指导企业推

行股份制。按照《企业财务通则》和《企业会计准则》的

要求，建立完善内部财务会计制度，规范会计核算，搞

好利润分配。四是拓展财政信用功能。1994 年，通州市

财政局建立了财政信用资金管理机构，专司财政信用

资金管理职能。继续通过向上争取、左右融通、向内挖

潜、清理陈欠等途径，扩大资金渠道和规模，增加财政

周转金的总量。同时进一步完善投放管理办法，实现安

全、效益的目标。

建立适应分税制要求的地方财政新格局，重在培

育地方后续财源。一方面根据通州实际，按照市委市政

府要求，在财政资金安排上，进一步增加对农业的投

入，1994 年预算内外安排 1 200 万元，比上年增 长

20% 。帮助和扶持农民发展种、养、加、产、销、出一条龙

和贸、工、农一体化的立体经营。在支持工业发展上，通

州市财政要积极主动参与对企业产品、技术、组织、行

业结构等战略性调整，创造适应地方财源建设发展的

新环境，积极帮助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搞好资产评估

和产权界定。大力发展“三资”企业，尤其是在引进外

资、利用外资方面为企业当好参谋。坚持国家、集体、个

人一起上的方针，动员全社会力量大办第三产业。并帮

助它们完善财务管理制度，规范经营行为。加强国有资

产管理和营运，重点抓好清产核资、产权界定、资产评

估、清理债权债务、核定企业法人财产价值量等工作，

不断优化资产配置，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此外，把

转变财政职能的立足点放在对企业的“支帮促”上。

1994 年，通州市财政局、各财政所定下计划，要做到每

基层单位联系点的个数比上年增加 1- 2 个，盈利企业

效益比上年提高 20% ，亏损企业扭亏为盈，不仅在资金

上扶持，还要在财务管理、项目开发、结构调整、信息提

供上支持与帮助，并把“支帮促”工作目标、职责任务落

实到人，实行奖惩挂钩。

在整个财政收入完成预算任务的前提下，努力使

地方财政固定收入增幅大于总体收入增幅。这是建立

地方财政新格局，实现收支基本平衡的基础。为此，

1994 年，要广泛开展税法宣传，采取全方位立体式的宣

传辅导，开动各种舆论工具，开展系列讲座，设立咨询

站和咨询电话，与电台报社开辟“财税园地”，使新税制

的宣传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增强纳税人自觉、依法纳

税意识。并切实加强工商各税、农业四税及其他各项收

入的征管，配合税务部门，开展税源调查，规范企业税

前列支项目，严格控制减免税，坚持依法治税，防止税

源流失。并抓好各项基金的征收。

要加快建立适应分税制的地方财政新格局，开源

节流，控制地支出，实现当年财政收支平衡很重要。坚

持“量入为出，量财办事”的原则编制支出预算，保证人

员经费和正常办公办案经费的需要，同时继续增加对

农业、教育、科技、卫生、计划生育等事业的投入。进一

步完善控制公用经费支出、公费医疗经费支出及社会

集团购买力支出的管理措施。通过精简机构，转变职

能，创办实业，努力增收，多口分流，多方负担，分类推

进，逐步过渡的办法，鼓励有条件的部门和事业单位与

财政脱钩，改革现行财政经费的分配体制：一是保留户

头，经费脱钩。对有下属企业和经济实体，预算外收入

较多或收取所属企业管理费的经济主管部门，在继续

保留财政拨款关系的前提下，其正常经费自行解决，与

财政彻底脱钩。二是核定基数，逐年递减。对预算外收

入稳定增长的行政事业单位和差额拨款的事业单位，

核定支出基数，今后逐年按一定比例递减安排指标，争

取三年全部脱钩。三是定额拨款，超支自理。对有较稳

定收入的全额拨款的行政事业单位，采用定额拨款办

法，新增支出一律通过创办实体、增加服务收入，自行

调剂解决。四是编制包干，节编奖励。对党政群机关和

无预算外收入的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按通州市编委

核定的 1993 年底在编实有人数作为财政核拨经费的

基数，除国家统配的大中专毕业生和军转干部外，超编

进入，财政不予核拨经费。凡是分流人员，节约使用编

制的，每节编 1 人，财政给予一定的奖励，用于干部职

工集体福利支出。

加强财政干部队伍建设，提高整体管理水平，也是

建立适应分税制要求的地方财政新格局的一个重要的

方面。为此，我们把加强政治思想和职业道德教育，作

为财政干部强化服务，转变职能的一件大事来抓。按照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改变传统体制 下财政

工作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组织学习《邓小平文选》

第三卷和《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若干问题的决定》及各项财政专业知识，不断加强廉政

建设和职业道德建设。在巩固开展争创“达标、先进、文

明财政所”和“创一流、争第一”活动的基础上，今年开

展“创业兴通州，奉献在岗位”、“十佳财政干部”等一系

列活动。培养政治坚定，政策精通，业务熟练，作风扎实

的财政干部，开创财政工作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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