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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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