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观地看，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或在一个时期促进和加

速了各地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有的现在仍在发挥着作

用。但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和经济环境的变化，它们在

实际运行中一些不完善的地方逐渐显现出来，但又没

有及时加以修正，这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些消极因

素。

其一，不适当地采取减税让利政策，无条件地实行

税前还贷，使国民收入过多地向企业和个人倾斜，企业

留利逐步增加，上交财政收入相对减少，打开了企业盲

目扩大投资和消费的大门。特别是 1987 年实行企业承

包经营责任制后，企业承包了国家的所得税、调节税，

削弱了税收的刚性，经济效益好的企业超承包基数的

利润，大部或全部留给企业；经济效益差的企业，应上

交的承包利润则无力上交，结果是“包盈不包亏”，致使

财政收入流失。

其二，片面搞“以指标征税”，即国家根据国民经济

发展规划和预算安排，每年层层下达当年税收任务，各

级只以完成指标任务作为依据，依法征税被计划任务

取而代之，有些该收的收入不能足额及时地收缴入库，

削弱了地方的“增收机制”。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方

面由于下达税收的任务一般都以上年度实绩为依据，

所以，征收部门一般都不愿意超额完成任务，担心给下

年度征收工作带来难度。另一方面，以指标征税，迎合

了地方的本位主义。比如财政收入留成比例低的地方，

多收了也多分不了多少，认为还不如藏富企业，“养鸡

生蛋”；收入留成比例高的地方，则怕多收了将来降低

留成比例；吃财政补贴的县，担心多收了将来减少补

贴。事实上，层层下达指令性收入计划，封闭了县级财

政收入的“盘子”。

其三，企业隶属关系变更频繁，地方辛辛苦苦培养

的财源，正当发挥效益的时候，却被中央或省市划走，

如食品、烟草、石油、医药和粮食企业，在效益好的时候

上划，但当它们效益很差，发生巨额亏损时，又往往放

给县财政，把亏损包袱让地方背着。这种状况影响了县

级开辟财源、增产增收的积极性。

其四，现行体制不科学，具有随意性。目前实行“总

额分成”或“递增包干”为主要形式的财政体制，由于以

某个时期的收支额作为基数，随意性较大，一旦敲定，

尽管客观实际情况变化很大，但体制也难改变，形成苦

乐不均，这也导致一些地方不惜搞财政赤字，想方设法

增大支出基数，转移、压缩预算内收入，以防体制调整

时吃亏。

四、管理效力趋于弱化

政策体制的不完善，必然影响财政工作职能作用

的全面发挥。县级财政管理效力逐渐弱化，主要表现

在：1、财政预算约束力软弱。由于县级财政作为政府出

纳的特点较之中央和省市级财政更为突出，使县级财

政预算约束力很弱，预算的制定者、批准者、执行者既

无明确的权利，也无明确的义务，更无最终承担责任可

言。虽然财政年度预算草案必须交人代会批准后方可

执行，但在实际执行中，随 意性很大，以人代法的现象

屡屡发生，从而导致了县级预算的失衡。2、财政管理范

围缩小，调控能力减弱。如 1979年财政与银行双重职

能的建设银行由财政管辖划归银行管辖，1983 年国拨

流动资金由财政统筹调度归入金融部门统一管理，

1984 年税务从财政部门内独立出去等，使财力有限的

县级财政基本无法真正做到合理调节收入分配，直接

影响了县域经济的协调发展。3、财政监督手段不硬，财

政收入跑冒滴漏屡堵不止，政出别门，令行不止现象普

遍存在，对一些部门擅开减收增支口子无力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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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山县财政局兴办扶贫实体效果好

湖北省通山县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山区，人均耕地

不足三分，经济基础薄弱，人民生活比较困难。尽管县

财政局每年拿出 200 多万元资金扶贫，但终因“僧多粥

少”，胡椒面撒下去，收效甚微。国家每年调拨 1 000 多

万斤粮食仍然有 33%农民解决不了温饱问题。1990 年

县财政从以工补农资金、特产周转金、扶贫贴息贷款中

集中部分资金在大畈镇的宫塘、界首两村建起了第一

个扶贫实体——芦泉山柑桔场。由财政局和两村共同

管理，收益由财政局、村集体、村个人共同分配。经过两

年的建设，共开垦荒山造园 1 070 亩，第二年套种西瓜、

花生、黄豆等创收 8万元。从 1992年 7 月份起，该场已

实现经费自给、工资自理。预计今年可产桔 300 万斤，

产值 200 万元，利税 100 万元，两村人均可增纯收入

200 元。湖北省充分肯定了这一做法。现在全县共办扶

贫实体 17 个，开发荒山 5 000 多亩，预计年产值可达

2 600万元，人均增收 150 元。  （裴钧昌  鲁恩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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