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 访

基层新税制运行正常
——四 县（市）新税制实施情况散记

本刊 记者  刘凤桐

今年一季度，全国推行新税制实现 了平稳

过渡。这是就整体而言。那么具体到一 个县

（市），新税制实施情况怎么样呢？本刊记者带着

这个问题，于 4 月中旬走访了四川省峨眉山市

和洪雅、丹棱、双流三县的税务部门。通过采访

了解到，基层县（市）结合本地实际，做艰苦细致

的工作，努力贯彻新税制，那里也和全国情况一

样，新税制平稳过渡，运行正常。

宣传  解释  培训

我们沿峨眉山市、洪雅、丹棱、双流一路北

上，所到之处，感受到的都是，从去年 12 月份以

来，各县（市）党委、政府和税务部门，以临战的

姿态，集中精力，厉兵秣马，广泛宣 传，大力培

训，为保证新税制的平稳过渡，充分做好准备工

作。

丹棱县税务局的同志告诉记者，县委、县政

府对这次税制改革十分重视，新税制还未实施

之前，就组织全县副局级以上干部，认真学习新

税制方案。县政协也组织全体委员进行学习。为

使新税制在本县落实，洪雅县政府领导亲自在

县电视台发表讲话；还请重点企业领导在电视

上谈学习新税制的体会。记者了解到，乐山市

（丹棱、洪雅和峨眉山市所在市）政府对县级政

府领导了解熟悉新税制非常重视，4 月上旬把

所属 17 个县（市）主管财贸的副县（市）长集中

在峨眉山市，进一步组织培训，对 十几个税种都

作讲解，以保证在税制改革中加强领导。

几个月来，各县（市）税务局全力以赴，紧锣

密鼓，狠抓宣传、培训，做到既广泛又扎实。他们

利用电视、广播、黑板报以及各种会议广造舆

论；设立咨询台和深入企业解疑答难；举办各类

培训班，重点对税务 干部和企业厂长（经理）、财

务、供销人员进行业务培训。峨眉山市税务局副

局长告诉记者，他们及时召开局长办公会，对培

训工作专门作了研究，采取分组培训和上门讲

课的办法，集中精力搞好培训。从去年以来，对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已培训 2 000 多人次。他们

对机械、加工、建材以及流通行业的厂长、经理、

会计、办税人员等进行了集中培训；对铁合金

厂、水泥厂等重点企业，派人深入下去，一直培

训到企业的班组长；对原来未列入培训计划的

单位，应邀由局长带队上门讲课，先后到工商

局、粮食局、教育局以及供销社等系统培训了科

长以上人员。他们重点讲解以增值税为主的流

转税的税收计算和设置原理，以及专用发票开

具和征收管理，使企业人员心中有了底数。从 4

月 11 日开始，将分 9 个班，对企业有关人员继

续进行培训，并扩大到党、团、工、妇的负责人，

促使社会各界对新税制进行了解和支持。双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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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税务局副局长说，他们办 10 期培训班，已把

全县 231 名税务干部培训完毕；通过 18 期培训

班，把 2 500 户较大企业的有关人员培训完毕，

其余企业人员由各税务所集中培训或分散辅

导；个体户分布在 17 个税务所，已通过以会代

训的形式全面培训。他们还举办 5 个新税制讲

座，向县各部委局以及商业、供销、二轻系统作

宣传讲解。从 4 月 14 日起，他们将以省里新编

的新税制电大教材为教材，继续开办学习班，掀

起新税制学习高潮。

摸底  指导  监督

县税务部门的同志对记者说，这次税制改

革步子快、难度大，他们又处在最基层，直接面

对千家万户国有、集体、私营企业，而这些企业

情况又千差万别，特别是有的企业要增加税负，

有的刚兴办不久，有的经营困难，效益不佳……

各种情况都不可回避地一一摆在他们面前。为

了搞好新老税制衔接，不出大的纰漏，他们在宣

传培训的同时，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深入企业摸

底，掌握税负变化情况，进一步做好宣传解释，

具体指导企业纳税申报、填开专用发票，监督和

协助企业搞好第一个征收期的纳税工作。

洪雅县税务局长说，他们为了解掌握新情

况新问题，深入纺织、电力、建材、煤矿、铸钢、芒

硝和有色金属矿七个行业的企业调查。经过对

新老税负的对比测算，很快消除了一部分行业

企业的疑虑，而对税负增高的企业，相应采取办

法做工作，也取得了好的效果。如纺织行业的企

业 原 税 负 为 4.18%，经 测 算 新 税 负 只 有

2.24% ；县以下的小水电、小煤矿按小规模纳税

人办理，很快打消了这些企业的顾虑。而对税负

有增加的企业如建材行业的水泥厂，则采取先

交税，以后有困难再帮助解决的办法，也把情绪

稳定下来。他还告诉记者，抓好第一个纳税申报

期是衔接新老税制关键的一环，也是艰难的一

步。为过好这一关，所有专管员都下到企业，一

户一户地帮助搞；特别是对过去享受减免税的，

去年才投产的和税负增加的几类企业，耐心地

说服帮助，直到按时申报；对个别纳税确实很困

难的企业，也要求按新办法申报，暂时缓交。经

过艰苦细致的工作，全县推行新税制基本顺利。

丹棱县税务局长对记者说，几个月来，他们

一方面做好宣传解释工作，一方面下力抓好一

般纳税人确认工作和实事求是地处理好衔接中

的问题。同时，还会同县物价局、物资局等部门

联合发文，对有关问题作出规定，确保税制转换

期间的物价稳定。在抓第一个纳税申报期的时

候，局里成立了工作组，并派人到各税务所协助

工作。他们对 82 户企业的发票领取、使用情况，

进行逐本逐张审查，确认企业是适用 17%的税

率还是 13%的税率，发现有问题及时纠正和指

导，从而真正起到对企业有关人员的业务辅导

作用。他们还对全县三分之一以上的个体工商

户进行抽查，督促按时申报，按期申报率达

90.4 % 。

效果  作用  影响

四县（市）付出了艰苦的努力，赢得了新税

制的贯彻落实。税务部门的同志都认为，新税制

3 个月的运行，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展示了它应

有的积极作用和影响。

一季度，各县（市）税收收入都比去年同期

有较大增长。峨眉山市工商税收入库 2 526.4

万元，增长 40.07%；洪雅县工商税收 入 库

478.1万元，增长 38.62% ；丹棱县工商税收入

库 183 万元，增长 16.59%；双流县工商税收入

库 3 826 万元，增长 60.06%。

四县（市）税务局普遍认为，今年一季度税

收较快增长，固然有一些不可比因素，比如去年

下半年营业税率调高后今年翘尾巴等，但主要

原因是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新税制发挥了多方

面的积极效应。一是纳税人的纳税意识有了明

显提高，原来收税困难的单位也有了较大变化。

双流县城关税务所的同志告诉记者，即使校办

企业和民政部门办的福利性企业，也履行先交

税，然后定期退税的程序。丹棱县税务局长说，

社会舆论日趋正常，纳税人对新税制的内容有

了比较清晰的了解，由起初的恐惧转到争当一

般纳税人，认为实行增值税抵扣办法合理。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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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税制发挥了机制约束效应，随意减税免税、偷

税漏税的现象得到控制。因为销货方如不交税，

购货方在以后销货时因为扣不了进项税而不敢

购买它的东西。三是经济发展继续保持好的势

头。四县（市）普遍认为，税制改革没有给生产、

流通造成大的波动，一季度经济发展仍保持较

高速度。如丹棱县 1-3 月工业总产值比去年同

期增长 51.5%。工业销售收入增长 58.2%。特

别是税制改革和分税制财政体制同步实施，促

进了企业平等竞争和讲求效益的发展。

问题  困难  期待

四县（市）实行新税制是基本顺利的，效果

也比较好。但是他们也感觉存在一些问题和困

难。这些问题和困难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种

属于政策性的，一种属于操作性的，而这些又多

带有区域性特征。

所谓政策性的问题，就是有些行业企业税

负上升较大。四县（市）税务部门的同志普遍认

为，税负增加较多的是非金属矿、煤矿、水电、水

泥、铸钢以及农副产品加工企业。但已有了新的

政策，这些已经或正在得到解决。

所谓操作上的困难，目前主要表现在增值

税发票的管理使用上。他们反映，虽然经过前一

段的培训学习，但是不少办税人员尚不能正确

熟练地计税和填开增值税发票，比如不应填开

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填开了专用发票；应按 17%
税率计税的却按 13%税率计税；漏填税务代

码；计税时价税没有分离；价外费用没计税；销

货退回时没取得当地税局出具的证明；等等。双

流县某企业进货，销货发票不健全的有好几个

省市，税额达 30 多万元。他们还反映，为加强增

值税发票管理，实行“专人管理、专人开票、专柜

保存”的管理办法，目前有其必要，但同时也为

企业带来实际困难，即“专人”不在的时候，影响

企业间正常的进销业务。此外，假发票现象和在

含税价格之外另加增值税的情况也存在。

四县（市）税务局的同志普遍认为，新税制

的总体设计是正确合理的，存在上述问题以及

其他一些问题，是在新旧税制转换磨合期间不

可避免的。他们期待决策部门深切关注和及时

解决新税制运行中的问题，不断完善新税制及

有关政策；他们也将继续深入开展宣传和培训，

不断总结探索，加强和改进工作，以缩短磨合

期。

当记者问及对全年税务工作有何展望时，

专 访

分税制下

——四川省洪雅、丹棱、

今年是全国实行分税财政体制的第一年，

在体制发生巨大变动的情况下，县级财政是怎

样采取措施保预算平衡呢？带着这个问题，本刊

记者于 4 月中旬采访了四川省洪雅、丹棱、双流

三县。洪雅、丹棱都是财政收入小县，去年财政

收入分别为 3 074 万元和 1 434 万元，双流是经

济特别是乡镇企业发达的县，去年财政收入达

1.44 亿元。采访后给我们的总体印象是，不论

是穷县富县，一方面压力大，即增值税比上年增

长部分中的大部分要上解，特别是去年行政事

业单位调工资今年翘尾巴，给县财政收入平衡

带来很大压力；一方面只有信心，即尽管困难不

小，但都做到了把预算打平，并积极采取措施，

确保完成预算任务。

抓收入县长书记亲上阵

为保今年的预算平衡，保证财税改革顺利

实施，各县党的领导都把这方面的工作放到突

出位置上，十分重视，从年初就抓得很紧。为了

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企业加强管理，提高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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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县（市）税务部门的同志普遍认为，新税制不

会带来大问题，只要继续加强配套改革，注意解

决运行中的新问题，新税制会健康顺利地运作

下去，全面促进经济发展和税收稳定增长。今年

确定的税收任务可以完成。对此，他们充满信

心。

话平衡

双流三县采访侧记

本刊记者  ★李 颖★

水平，创造经济效益，增加财政收入，洪雅县人

民政府作出决定，从各有关部门抽调 200 多人

成立了城区、农村两个工作团，县长和书记分别

任团长，深入农村抓春播，深入企业帮助制定发

展规划，研究发展对策，积极引进技术、项目和

资金，为企业解决实际困难。县财政局派出 5 名

干部参加工作团。全县 17 个重点企业，个个都

有县里领导在那里抓工作，一个企业一个企业

地了解掌握生产经营方面的情况。县领导还多

次往返北京、成都、乐山等地为企业跑资金，聘

请专家顾问，引进人才，为企业发展创造条件。

丹棱县及早确定了今年经济工作目标，确

保工农业总产值增长 25% ，其中乡镇企业总产

值增长 60%以上，财政收入增长 18.5%，并通

过县委扩大会、人代会等具体部署了全年工作

任务。财政局的同志告诉我们，县委书记、县长

非常重视财政工作，经常和财政干部一起搞调

查研究，甚至跟着一起去收税。

辟财源因地制宜调结构

今年，面对预算平衡的压力，三个县都因地

制宜，及时调整生产结构，扬长避短，发展优势，

开辟财源。洪雅县提出了“稳粮增收调结构”的

农业发展思路，充分发挥农业资源优势，大力发

展农、林、牧、副、渔、蚕桑、水果及农副产品加工

业，通过发展多种经营培植壮大财源。如为发展

效益型生态农业，调整出 15 万亩地（包括山地）

养蚕种桑，在去年 8 万张的基础上发展到养蚕

12 万张，预计农民可增收 3 000 万元，同时为财

政增收创造了基础条件。该县还依据自然资源，

大力开发水力、林业、旅游资源，建立了工业、资

源和旅游开发区。目前，全县小水电已发展到

100 多个，装机达 6.5 万千瓦，年发电 3 亿多

度，为本县经济发展提供了动力保证。新建槽渔

滩水利枢纽电站，装机 12 万千瓦，投产后可年

创利税 4 000 万元。丹棱县也据此发展思路，大

力发展多种经营，栽桑种果，提出“人均一亩找

钱地，人均八分到一亩高产稳产粮田”的要求，

发展 5 万亩桑，5 万亩果、1 万亩茶、10 万亩菜

地，力争通过这些措施富民富县。同时，丹棱县

还花大力气发展个体、私营经济，从 1988 年以

来，每年来自这种经济成份的财政收入在百万

元以上，去年达到 237.4 万元。去今两年县委、

县政府又两次颁发文件，从多方面为个体、私营

经济发展创造条件，以繁荣本县经济，壮大财政

实力，预计今年来自个体私营经济的财政收入

可达 270 万元，占当年预算收入 16%左右。双

流县准备通过加强小集镇建设带动农村经济的

发展；开通和扩建几条重要公路，继续加强基础

设施建设，再造经济发展优势；同时大力建设西

南航空港经济开发区以及旅游开发区，发展第

三产业，实现经济新的飞跃。

抓重点培植支柱财源

近几年，双流县依托靠近成都的地理优势，

始终以乡镇企业作为推动经济发展，增加财政

收入的龙头。为扶持乡镇企业发展，县委、县政

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鼓励乡镇企业同成

都市的大企业以及其他国内外企业进行多种形

式的联合，吸引大专院校、科研单位以及县外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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