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能会更圆满一些。

沈洪波（黑龙江财政专科学校宣传部长、副教授）：

此 片教育意义很大。作为财税工作者、党政领导、各方

面都能受教育。主题好，文学艺术含量也较高。作为一

名财政教育工作者，觉得这部片子比较 系统地阐述了

财政工作的全过程。尤其是生财的艰难，并不是广大群

众、行政事业部门都很清楚的，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

宣传很必要。作为财政专科学校学生很有必要学习这

个教材。片中一个鲜明的观点是依靠科技生财，这抓到

了根本。如 果讲不足，我觉得，应突出一下人才的培养，

财税干部本身也存在一个再学习、再教育的问题，如 果

此 片在这方面再深化一下，就更全面了，教育意义也 会

更大。

李福亮（《北方文学》副总编）：这部片子很及时、很

必要。这样的题材、内容还是很 少见的。从观众的角度

来看，片子应该有兴趣，在艺术上 要比 较象样。《世 纪

行》成功之处在于 用 艺术手段抓住 了观众，构思好、花

了大功夫，所以 效果非常好。现在有相当一部分人在偷

税、漏税，人们不把偷税漏税 当成可耻的事。这是与改

革开放、当 家理财格格不入的。通过这个片子，可以 看

到每个人都和财政有关系，生、老、病、死都受到财政的

补助，老百姓 看了会受教育。应该让老百姓都树立起交

税光荣感，此 片在这方面的典型还不够。松下公 司一年

交 165 亿美元的税，日本第一交税大户，为此遭到各企

业的嫉妒，因为都羡慕，有一种光荣感。要加强这方面

的宣传、教育。对不纳税、偷漏税应予批判。《理财启示

录》这个名字起得非常好。

凌云祥（黑河市税务局局长）：观看 了《理财启示

录》，感触很多，使我想起《荀子·成相篇》中的一句话：

务本节用财无极。务本节用，就是开源节流。一方面致

力于生财的根本，努力创造财富；一方面有计划地合理

消费，节约开支。这样，财富就会不断积 累，无限 丰富。

想起古人对财富积 累之道如 此 通晓，那么，我们现代人

远比 古人聪明得多，想必对生财、聚财、用财、理财之道

理应更加通晓。但是，令人十分遗憾的是，在现 实生活

中却有许多人对财富积累之艰辛，并未真正 理解。他们

的注意力 只盯 在开源上，抓住搂钱的耙子不放。应该

说，这只是成功的一半。而成功的 另一半，也是人们往

往容易忽略的，那就 是经营管理。有些人事业尚未成

功，就拉起了花架子，摆阔气，损失浪费不心痛，就 象一

个无底的匣 子，其结果是空忙一场，有甚者债台 高筑，

教训是极 为深刻的。党的改革开放的方针，打开了我国

闭塞城堡的大门，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管理模式和资

金，这是发展我国经济，增强国 力的有利时机，深得人

心，顺乎民意。如 何把握住发展的契机，《理财启示 录》

从不同方面 形象地、深刻地回 答了这全问题，发人深

省。现在，我们的经济较比过去有了长足发展，人民生

活水平有了明显提 高，可是同世界发达国家相比 仍有

较 大差距，因此，牢记古人“务本节用财无极”的教诲，

有益而无害。

周振东（黑龙江省财政厅副厅长）：财政厅拍这部

电视片，主要基于两个考虑：一是财政需要宣传，需要

全社会的了解、理解和支持。这不仅 包括群众，也 包括

各级 党政和国民经济各部门的领导。而这方面正 是多

年来财政工作最薄弱的环节。二是财政工作需要总结。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新思路、新方法，经过总结，进一

步加工提炼，对指导今后财政工作的发展，肯定会起到

积极的推动作用。用电视片来宣传财政、总结指导工

作，在我们省建国以 来还是首次。尽管在制作过程中得

到了财政部、省作协等领导部门的指导和支持，但 不足

之处肯定很多。希望各界给予更多的指导和批评，我们

有决心把片子改好。

艺苑
农民 负担

又一 面

万 达

说 到加重农民负担，尽人皆知 是指乱 集资、乱摊

派、乱 收 费。其实，这种明火执杖地从农民口 袋里掏钱，

将不该拿的拿走，只是增加农民负担的一面。而该给农

民的不给，则是鲜为人知 的 另一面。

报载，国家每年拿出几 十个亿用于农业开发，其中

大量资金滞留在省、地 两级。据审计署前不久 对 10 个

省区统计，中央安排的 7.06 亿元农业开发资金，年底

尚未下发到县的就达 3.23 亿元，占 45.89%。县级财政

用于农业的资金也明显减少。

这几年，不少地方的“三资热”、“开发区热”、“办实

体 热”、“房地产热”愈演愈烈。这“热”那“热”，都靠钱

“热”。而地方财政囊中羞涩，成为困扰经济发展的头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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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于是，一些地方政府和财政部门，便把眼光落到

了农民身上。一方面将一些不应由农民承担的开支转

嫁过去，即“明抢”；另一方面通过地方财政做 手脚，即

“暗拿”；有的在安排预算时进行“技术处理”，使农业支

出“明升暗降”；有的甚至连上 面 给的专款也 不让其到

位。时下，这些名堂似乎已逐渐形成了“行业默 契”，令

人担扰。

“明抢”和“暗拿”是互 为表里的，后果自然不言而

喻。据某地 11 个县（市）统计，因 1 100 万元农业开发资

金没有到位，致 使 4.5 万 亩开荒，2 000 亩草场改良，

2.3 万亩大棚育秧，112 座桥、涵、闸，234 眼机电井，408

台套农用机具和 900 头种畜购置项目没有完成。这些

数据明白无误地反映了直接后果，而滞后效应就 更难

以 用数字准确表达了。

枯燥的统计数据潜藏着复杂的内蕴，所折射出的

深层问题是：农业在一些地方财政的位置无足轻重。这

大概是因 为直接从农业和农民那里获得的财政收入不

多的缘故。殊不知 ，在我国大部分地区的财政收 入中，

以 农产品 为原料的轻纺工业、加工工业和为农服务的

机 械工 业挑了大梁，“广阔天地”还是工业品的重要市

场。这就 是说，农业对经济发展、财政增收起着基础性

作用，而农民则是实现这一基础的根本力 量。地方政府

和财政部门切不可把农业 当成“垫脚石”、“敲门砖”，过

河拆桥，愧对农民。

如 今，制止“明抢”呼声日 高，而纠正“暗拿”何时才

能走出审计？人们期待着。

世界之窗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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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战后技术改造进展迅速是

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美国企业进

行技术改造的资金，主要靠企业内

部形成，但政府政策的刺激和引导

无疑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美国企业资金的内部来源，一

是未分配利润，二是折旧提成。未分

配利润是从公司的利润总额中支付

税款和股息之后留在公司的那部分

货币储备。折旧提成随其他成本要

素一道从销货收入中核减，但公司

当时并不支付与折旧费等额的现

金，随着所生产产品的实现，折旧便

以现金或其它流动资金的形式留在

公司或企业，因此，从公司的立场来

看，它便也成为公司内部的资金来

源。美国政府正是根据这两个来源

制定政策，增强企业技术改造的能

力，这些政策主要有加速折旧政策

和税收优惠政策。

加速折旧政策是刺激资本形成

的有力杠杆，它实际上是一种间接

的税收优待，因为企业在缴纳企业

所得税而计算纯收入时，折旧费可

以从收入中扣除，所以每年的折旧

率越大，企业应缴纳的收入就越小，

应纳税款也就越少。加速折旧政策

的实施途径，一是缩短固定资本的

折旧期限，战后美国固定资本的折

旧期限呈逐步缩短趋势。二是应用

加速折旧的计算方法，包括年限总

额法和加倍余额递减法，使企业在

规定的折旧期限内，先多分摊后少

分摊，在折旧期限的头几年里就将

大部分折旧费用分摊完毕，因而达

到加速折旧的目的。

实行减免税政策，也是美国政

府用来刺激资本形成、促进技术更

新改造的一项重要政策。这些政策

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对公司实行投

资减税法，按照该法，公司企业就可

以直接将其投资减税额从应纳所得

税项下减去，从而使公司少纳税款。

二是削减收入税促进资本形成，鼓

励投资。三是削减个人所得税，刺激

私人储蓄的增长。因为美国私人投

资资金有 2/3 左右来源于私人储

蓄，增加储蓄可以达到增加投资的

目的。

除了利用优惠政策保证企业技

改资金总量的增长外，美国政府还

制订了一些惩罚性法令强制企业技

改质量不断提高。政府根据一定时

期的特定目标，规定一些直接的经

济技术指标，要求企业必须达到，否

则给予惩罚，这样企业就不得不把

大量积累的资金用于技术改造上，

从而加速了技术改造的进程。中
国
财
政
杂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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