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入数额较大，能够稳定增长的税种划为中央

与地方共享税；将适合地方征管的税种划为地

方税。由此，建立起分税制财政体制的基本框

架。
总之，改革我国的财政体制，基本目标是使

财政体制由适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的需

要，转到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符合

国际惯例的轨道上来，在转轨过程中，必须坚持

积极而稳妥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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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有的财政运行机制有它的历史由来与功

绩。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变化，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的建立，目前的财政运行机制越来越

不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要求，必须对此进行根本

变革。

1.实行公平的税收政策，促进市场经济的

发育。

现阶段，我国还存在多种所有制形式，这就

决定了我国的税收制度必须以公平纳税、合理

负担为原则，通过平等竞争，促进不同经济性质

企业的发展，为此，必须改变我国目前以不同所

有制形式设立税种税率的税制，在统一财务会

计准则的基础上，统一各类企业的所得税，并相

应调整税率。同时，还要深化税制改革，拓宽税

基，简化税制，强化征管，建立符合兼顾财政收

入和调节经济的科学的税收制度。

2.实行分税制，理顺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

的财政分配关系。

实行分税制，首先必须健全地方税体系，使

地方政府有可靠的收入来源，在统一法规下，建

立自己的税收体系，并拥有税收法权。

实行分税制，关键是正确划分中央政府与

地方政府的事权范围，确定支出盘子。在明确划

分事权的基础上，正确划分中央税与地方税。税

种的划分应与事权的大小相适应，以便各级政

府都有相应的财力保证政府职能的行使。凡是

对整个国民经济产生全局性影响的税种，涉及

国家宏观调控的特别税种应划归中央；凡税源

分散，具有地方特点的中央统一征收困难的税

种划归地方。

正确界定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权与事

权，按照各种税收本身的特征和税源的大小，以

法律的形式固定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分配关

系，实行分税制，建立中央与地方相对独立的分

级财政和分级预算。为了适应分税制的需要，要

进一步改革和完善预算体制，建立健全中央、

省、市、县四级独立的分级预算管理体制。

3.实行税利分流，完善国家与企业之间的

分配制度。

实行税利分流，国家依法对企业征税，国家

作为国有资产的所有者，根据资产份额，参与企

业分红、分利。加强国有资产的管理，理顺产权

关系，提高国有资产的使用效率，促进国有资产

的保值和增值。

推行税利分流，转换财务管理目标，从对国

有企业财务活动的具体管理领域退出来，注意

维护企业财务运行秩序和对企业财务活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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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化的监督和管理，转换财政职能和企业经

营机制，落实企业自主权，把应属企业的权利归

还给企业，加强服务观念。企业内部工资分配形

式由企业根据企业的经济效益自己确定，财政

不再硬性规定工效挂钩比例，企业在完成上交

税利后，税后留利由企业自行支配，财政不再具

体划分各项基金的比例。企业技术改造项目及

资金来源由企业根据市场导向及自身能力筹

措。

4.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建立公共财政体

系。

财政是满足社会共同事务需要的分配活

动，主要经营公共商品。财政应以公共财政为主

体，调整支出结构，在保证政府经常性开支的基

础上，支出重点应转向能促进经济长期发展的

公共基础领域，如能源、交通、教育等基础和基

础科研，改变生产性基本建设投资办法，从一般

性生产投资领域退出来，这部分投资应由企业

在市场经济的大海中多渠道自筹资金，比如发

行债券、借用外债、银行贷款等，用于企业发展

生产，财政只对少数重点生产建设项目、效益好

的企业和公共服务事业进行投资。

重新界定科教文卫事业领域中的财政职能

范围，改革财政统包科教文卫事业的供给体制，

将一切可以企业化经营的各项事业，推向市场，

不再纳入国家预算管理，按照产业性质，给予它

们应有的自主权，让其接受市场的调节。

大力压缩行政机构，精减人员，控制行政支

出。从“小政府、大服务”的思路出发，围绕转变

政府职能，强化服务，鼓励行政事业单位兴办经

济实体，走自我发展之路。逐步与机关脱钩，逐

步取消各种补贴。

5. 实行保险制度，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

系，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为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建立良好的外部环境，改善公共设施和生产

经营的外部环境，减轻企业办社会的负担，转换

企业宏观社会经营目标，积极支持和促进社会

保障体制的改革和完善，特别是职工养老保险

和职工待业保险制度的改革与完善。把福利保

障事务从企业中彻底分离出来，由社会服务业

实行专业化经营，实行住宅商品化，建立社会保

险基金和救济基金制度。按照企业、个人、国家

共同负担的原则，逐步形成以养老、待业、医疗

和公伤事故保险为主的全民社会保障体系。开

征社会保险税，以企业单位为纳税人，按工资标

准计税。

6.加强财政宏观调控，促进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的发展。

加强财政宏观调控，必须改变过去计划经

济体制下的财政调控模式。一是变对经济活动

的直接调控为间接调控，财政部门不再直接干

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资源配置与生产要素

的流动。二是由微观控制变为宏观上的总量控

制，把对微观控制的职能让给市场。从宏观上调

控社会总供需，引导资源合理流向。三是变过去

的行政、计划调控方式为财税经济杠杆、法律调

控方式，国家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不再下命令、文

件、计划指标，而是通过财税等经济杠杆，利用

经济参数，来调节总量平衡。

加强财政宏观调控职能，一方面通过财政

收支总量调节社会供需和国民经济的综合平

衡；另一方面，通过复式预算、零基预算、税收、

市场平准基金、财政贴息、政府投资、特种补贴

等手段调节不同经济利益主体的行为和国民经

济结构。建立健全财政、税收、预算法规体系，加

强财政监督，严格依法理财纳税，硬化预算约

束，强化财政信息系统，做好财政运行信息反馈

工作，以促进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财

政运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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