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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门
如何促进外商投资

企业健康发展

胡 山

改革开放 15 年来，我国境内的外商投资企

业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其社会效益和经济

效益逐步显现。从湖北省总体情况看，大多数合

资企业中合作双方的关系比较协调，一大批企

业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但也存在合同履约

率、资金到位率、开工投产率低和效益不好等问

题。据某市外贸部门统计，到 1993 年底，该市

110 家签约取照的“三资”企业，先后夭折 24

家，40 家效益不佳，累计亏损 57 万余元。

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

第一，对外方资信和市场缺乏调查。如湖北

省安陆县某厂 1992 年与香港一家公司合资，组

装生产市场前景并不广阔的便携式游戏机，港

商仅以价值 25 万元的汽车等出资，却换得可以

动用大笔贷款进货和自主销售产品的权利，待

大赚一笔后便溜走，自背 100 多万元贷款的“合

资”公司，投产仅 4 个月只好关门。某区一家公

司在引进设备前，未对市场作调查，也未向有关

权威部门咨询，待设备进厂后才发现价格比市

场高出一倍多，使中方蒙受了较大损失。

第二，配套资金不到位。湖北省一家合资公

司，预计年产 3000 万支销售市场广阔的一次性

注射器。但由于 450 万元配套流动资金不到位，

使该公司从 1988 年 10 月成立至今，前后 5 年

多不能投产。

第三，销售全由外方掌握。一些外商常以包

销产品为诱饵。致使中方丧失销售主动权，外方

以低价购买合资生产产品，自定价格外销或转

手，销售利润归为己有，在年终分成时仍按当初

出资比例计算，赚取多头利润，使中方损失较

大。

怎样才能很好解决这些问题，促进“三资”

企业健康发展？从财政部门来看，应该努力做

到 ：

第一，参与合资项目的前期论证工作。一是

要按照国家的产业政策，吸引外商投资举办资

金密集、技术密集以及有利于促进我国经济结

构调整的合资企业。二是要面向市场，做好国内

外市场调查，科学地把握投资方向，减少重复引

进、重复投资。三是要慎重选择合作伙伴，做好

资信调查，对合同及有关协议条款要周密考虑，

严格把关，尤其应注意把握设备、原材料进口和

产品销售主动权，尽量减少对外方的依赖，改变

受制于人的局面。四是要以经济效益为中心，认

真做好经济预测分析，帮助合资项目搞好财务

论证，对合同和谈判中涉及到的财务问题，如注

册资本、出资额、财产估价、利润分配等从财政、

财务的角度作出判断，提出科学的参考意见，以

便维护投资各方的合法权益，为下步做好财务

管理和监督打好基础。

第二，加强投资研究。一是在签订合同时，

对协议投资不仅要考虑基本建设资金，还要考

虑将来生产所需流动资金，努力提高合资企业

自有资金的比例。二是要加强监管。 对不按期

出资，影响生产经营的企业，财政部门对出资不

足的企业可采取不准分配利润和不享受减免优

惠的办法等约束企业各方按协议足额出资。三

是研究制定企业资金存量比例关系，建立合资

企业自补流动资金的制度，对自有资金未达到

规定比例的，可从分配利润中提留一部分参与

周转，增加企业自身造血功能。四是财政部门要

充分发挥职能作用，积极筹措资金建立外商投

资企业周转金，帮助合资企业补充流动资金。

第三，依法加强对合资企业的财务管理。一

是按照《企业会计准则》、《企业财务通则》和《外

商投资企业会计制度》、《外商投资企业财务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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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规定》等依法进行管理。二是帮助合资企业建

立和完善财会制度，财务收支计划，成本费用标

准控制办法，资金使用管理及财务物资收发制

度，债权债务清算规定，财务成果的计算和分配

办法，内部审计和监督考核办法等。三是要监督

企业按规定的制度和程序进行利润分配，坚持

对以前年度发生的亏损首先用当年实现利润弥

补，对企业发展基金、职工福利和奖励基金、储

备基金要研究制定合理的提取比例，督促企业

严格执行。中方投资者分得的利润，应按规定纳

税和上交。四是采取切实办法提高合资企业财

会人员的素质，加强对企业财务人员的业务培

训和业务咨询，实行凭会计证上岗制度。五是强

化企业的外部审计工作。依据法律规定，对企业

投入资本、年度会计报表、清算会计报表的核查

和验证等工作必须由注册会计师来完成。财政

部门要会同各有关部门一道，切实解决合资企

业重兴办轻管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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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分税制

财政体制要注意

防止的偏向

晋伯华  王 勇

重在建立一种正常机制、增强中央财政宏观调控

能力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对旧体制下形成的中央

与地方不合理的财政分配关系进行了较大调整，这必

然给地方财力结构带来新的变化和影响，同时也为地

方财政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在实行分税制财

政体制过程中，地方财政要注意防止和纠正“五个偏

向”。

一、在财源建设上，要纠正重地方财源、轻中央财

源的偏向。实行分税制，地方财政加大地方财源发展力

度固然重要，但中央财源的建设也小视不得。一方面虽

然中央财源提供的收入大多上划，但上交越多，返还地

方的“实惠”就越多；另一方面只有中央财源实力较雄

厚，发展后劲足，才可能强有力地带动和促进地方财源

的发展。支持中央财源的发展并非“为他人作嫁衣”。地

方财政要把中央财源与地方财源一起纳入财源发展整

体规划，在资金、管理、服务等方面实施有效支持，促进

中央财源与地方财源的协调发展。

二、在组织收入上，要纠正重地方税收、轻中央税

收的偏向。地方财政要正确处理好全局与局部利益的

关系，牢固树立“全国一盘棋”思想，把保证中央税收及

时、足额征收入库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当前，应切实

抓好三项工作：一是强化人员业务培训，避免“错入库”

现象；二是支持两个税务机构组建，为税款分别征收、

分别入库创造条件；三是帮助中央税局协调征纳关系

及与银行等部门的联系，有效地解决好税款征收难、入

库难问题。

三、在税收征管上，纠正重协议收税、轻依法治税

的偏向。把该收的税款及时足额征收入库，既是确保地

方财政收支平衡的要求，又是贯彻《税收征管法》的职

责。地方财税部门要不断强化依法理财观念，下大气力

根治在税额上讨价还价、擅自越权减免税等“顽症”，认

真全面地实施税收的征、管、查，堵塞跑、冒、滴、漏，防

止财政收入流失。

四 、在理财手段上，要纠正重资金扶持、轻财政杠

杆调节的偏向。分税制后，地方财力趋紧，有限的财政

资金难以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单纯依靠资金的直接

或间接注入来培植财源的路子较为狭窄。这就需要充

分发挥财政杠杆的调节作用，即通过投资补贴、税收调

节等进行政策引导，对区域经济实施有效的间接调控，

积极促进地方财源结构的优化和效益的提高。

五、在收支管理上，要纠正重开源、轻节流的偏向。

分税制后，地方财政面临的收支矛盾较为突出，走出困

境，必须增收与节支并重，既要立足于把“蛋糕”做大，

又要把“蛋糕”分配得合理。要根据地方财力可能，坚持

量入为出、有保有压的原则，不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硬化预算约束力，严格支出的监督和管理，把有限的资

金用在刀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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