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简讯·书讯·文摘分税制是迄今

财政体制模式的

最佳选择目标

应当继续实行包干制还是改

行分税制，当前人们的认识还不太

一致。《经济日报》9 月 9 日发表何

振一的文章《分税制是走向新财政

体制的必由之路》，文章认为，总结

改革的历史经验，比较世界各国实

行的各种财政体制模式，迄今人们

所知道的各类体制模式中，“分税

制”乃是最佳选择目标。任何一种

体制办法的产生和实施，它都有其

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条件，历史 上选

择包干制有其道理。但事物在发

展，条件在变化，人 们的认识当随

其变化而发展，特别是看一 个体制

的优劣决不可固定化，不能仅从是

否有利于地方来评价，只有依据新

的形势和条件，从我国经济体制改

革总目标的要求来全面衡量，才能

得出正确评价。因此，新的财政体

制模式的抉择，只能以既有利于调

动各方面当家理财积极性，而又能

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为标准。具

体而言，分税制的主要优点可归结

如下：1.有利于消除市场割据等弊

端。分税制打破了企业的行政隶属

关系，使地区经济封锁失去了财政

上的意义。2.利于搞活全局，增强

财政宏观调控能力。扩大中央财政

向地方财政转移支付的数量和范

围，采用规范化的多种转移支付形

式，既有利于扩大地方财政自主支

出的财力数量和范围，扩大地方财

政自主权，又可以造成地方财政依

靠自有财力及中央返还财力双重

财源平衡机制，改变旧有的、中央

财政依靠地方财政供给来平衡收

支的不合理的被动局面。从而可以

大大强化中央财政的宏观调控职

能，3.实行标准法核定地方支出需

要量，不仅有利于中央与地方之间

财政支出关系走上法制化、规范化

轨道，增加透明度，也消除了基数

法的不利于鼓励地方节约支出、增

加收入和不利于公平原则实现等

弊端。

（江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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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财政矛盾的根本

出路是深化财税改革

在当前新旧体制转换时期，财

政收支矛盾十分尖锐，必须采取有

效措施，改变这种状况。这种矛盾

表现一是财政收入增长呈现软性，

财政包干体制下，有些地方甚至不

愿增 长；而财政支出增长呈现刚

性，价格、工资、社会福利保障等各

项改革必须得到财政支持，自然，

财政支出的刚性增长势难避免。二

是财政陷入极度困难之中，财政赤

字数额越来越大，使财政充当了最

悲剧的角色，陷入了最困难的境

地。财政的困难是改革中的困难，

解决困难的办法，只有通过深化改

革来进行。一是加强财政法制建

设。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但目前

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

律法规还未健全，使得在现实经济

生活中出现的矛盾问题，解决起来

无法可依，或有法可依、却漏洞百

出。因此，必须首先进行立法工作，

重要法规要边改边立，争取早日出

台。二是加快分税制改革，完善税

制，实行税利分流。财政包干体制，

已严重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严

重影响了财政调控能力。一方面必

须以法律的形式规范中央与地方、

国家与企业的利益分配关系，加快

分税制和税利分流改革。另一方面

要科学合理地利用减免税手段，规

范减免税行为，防止收入流失。三

是协调好财税关系。由于受权力分

配，利益分配的影响，两者的“独立

性”过强，收支脱节严重，职能混

淆。因此，必须协调好两者的关系，

财政部门根据收入合理地安排好

支出，税务部门必须按照财政部门

确定的收支目标，做好税收工作，

尤其要把好减免税关，防 止收入流

失。四是加快财政改革步伐。在财

税改革中还要求遵循市场经济的

一般规则和特征，并兼顾社会主义

的特有性。

（摘自《中国财经报》1993 年 9

月 7 日  许能斌等的文章《从矛盾

中求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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