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部门需加强资金调度，及时拨补到位。1 991 年

和 1 992 年两次粮价改革地方得到的好处要优

先用 于解决粮食企业挂帐。各地征收的补粮基

金也要切实用在弥补粮食亏损和解决挂帐上。

对 企业应自补的挂帐，财政部门要帮助企业制

定自补计划，督促企业及时弥补。

三、健全制度，强化约束，加强财政监督

根据邓小平同志提出的：要坚持两手抓，一

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的思

想，我们在推进改革，支持企业发展，搞活商品

流通，全面完成今年商业、粮食预算收支任务的

同时，还必须加强财政监督，严肃财经纪律，堵

塞管理 上的漏洞。

一 是要进一 步建立健全财务制度，强化制

度约束。根据改革开放的要求，我们要对现行的

一些财务制度、财务处理办法、成本核算办法作

必 要的调整和改进。凡是国家有统一规定的，各

地 可以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制定具体实施办法，

但决不可以超越或违反统一规定另搞一套。对

有章不循，我行我素的行为，必须制止和纠正。
二是认真抓好决算审批工作。审批决算是

财政部门掌握企业经济状况和经营成果，实施

财务管理和财政监督的重要手段，要切实抓好。

近几年，一些地方出现以包代管的现象，有的地

方对企业决算先汇后审，甚至只汇不审，使决算

审批流于形式。这种状况应引起各地财政部门

的重视，要认真加以解决。

三是把财务检查同日常 监督结合起来。不

定期地、有重点地对商业、粮食企业财务进行大

检查是必要的。近几年，湖南、山东、辽宁、江苏、

黑龙江等省开展粮食财务大检查，都收到了明

显效果，并创造了一些好的经验。各地要根据实

际情况组织好财务检查，对查出的问题要严肃

处理，并要落实好堵塞漏洞的措施。同时，要进

一步加强日常财政监督，把重点检查同日常监

督结合起来，防患于未然，把违反财经纪律的问

题解决在萌芽状态。要通过检查和监督，维护财

经纪律的严肃性，维护良好的经济秩序，使商

业、粮食企业在改革开放中健康发展。

财政改革
要坚持和完善

1988 年以 来，不 少地 区都以 试点的方式，

积 极 探 索“税 利 分流 、税 后 还贷、税 后 承 包”改

革。试点面不断 扩大 ，办法的合理性逐步显现 ，

机制的意义逐步为人们所认识。实践证明，税 利

分流改革的方向是正 确的。同时也 应看到，今 后

加快税 利 分流改革 步伐，使之 尽快 在全国范围

内实 行，还需要进一 步统一认识，做 大 量的 工

作，克服改革进程 中的障碍 和难点。其中很重要

的一个问题，就 是要正 确认识税 后还贷办法，并

加以 坚持和完善。

税 利分流是国 家同企业分配 关 系的改革，

税 后还贷是这一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把税 后

还贷纳入这一改革之中，是有其客观依据的，是

鉴于税前还贷办法带 来严重弊端而作出的正 确

选择。1983 年，有关部门联合发文，规定国营企

业应首先用企业自己的各种专项资金归还各种

技措 贷款，其 不 足 部分，没有 实 行利改税的企

业，用 贷款项目投 产 后新增加的利润归还；实行

利改税的企业 ，在缴纳所得税之前，用贷款项目

投 产 后新增加的利润归还。出台税前还贷办法，

对加快 轻纺工业的发展，特别是推进轻纺企业

技 术改造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 实践也揭示

出它的 不足 ，还贷区分新老利润在工作中很难

操作，贷款和还款规模难以 制约，因之 还贷主要

靠财政。“七五”期间，预算内国营工业企业投 资

贷款余额以 年均 39%的速度急剧递增，1990 年

贷款余额高达 2 700 多亿元。这不仅使国 家财

力 严重分散，财政难以 承受，更重要的是，严重

助 长盲目建设、重复建设，加剧经济结构不合理

状况，不利于宏观经济的协调稳定。尽管 当 初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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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后还贷办法
本刊评论员

调切 实加强贷款 和项目效益的审查 管理 ，借 贷

双方都应承担经济责任，但 由 于税前还贷隐含

着严重的机制缺陷，产生负效应势在必然，难以

遏制。要改 变这种状况，必须 在机制上 根本转

换 ，以 税 后还贷取 而代之。

但是有观点认 为，当前企业利润水平低 ，老

贷款余额大，即使不借新款，老贷款也 需要十来

年才能还清，因此 不宜改税前还贷为税 后还贷。

诚然，当前企业效 益状况 不理想，技术改造资金

相对不足，还贷能力 还不高。但这主要应通过大

力 推进改革，转换经营机制来解决。目前，增强

企业活 力的外部条件已逐步得到改善，特别是

搞好大中型企业的 20 条措施出台，为 企业提高

效 益创造 了有利的经营环境，随着价格、流通、

投 资等体制的深入改革，企业的外部环境将会

更为宽松。与此同时，只要尽快 转换企业经营机

制，严格生产经营管理，多方面深挖企业内部潜

力，根据市场需要调整 产品 结构，提 高产品 质

量，企业经济效益不高的状况就 会逐步好 转。我

们应该看到并积极 推进这种发展趋势，以 增强

企业的素质和对改革的承受能力。若囿于一时

的困难而畏缩不 前，不尽快 转换税前还贷机 制，

投 资膨胀之 势难以 避免，企业还贷 包袱 将会越

背越重，进而影响经济结构的调 整和效 益的提

高，将滞缓改革进程。

消除对税 后 还贷办法的疑 虑，重要的是解

放思想，跳出单纯依赖国 家减税 让利的思想窠

臼。目前，企业资金紧张有困难，国 家财政更困

难，尽管如 此，为支持搞好 国营大中型企业，今

年各级 财政还要向企业 少收 多支近百亿元。在

这种情况下，如 继续沿着企 业发生困难就 向财

政打主意的思路 考虑问题，依然走企 业借款主

要靠财政 归还的路 子，合理的投 资机制难以 形

成 ，经济结构调整也 难以 实现。可行的选择应该

是根据今后企业改革的方向 ，转换 经营机制，把

企业推向市场，使之 逐步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

亏、自我发展、自我 约束的社 会 主 义商品 生 产

者、经营者，既 不 受政府的过多干预，又 不依 赖

政 府的直接支持。税 利分流改革有利于企业面

向市场，它较 好地 体现 了政 企分开、两权分离的

改革原则，通过以 比 例税 的方式参与实现 利润

的分配，为企业创造平等竞争的条件；改税前还

贷为税 后还贷，初 步剪断企 业连接国 家的 一条

“脐带”，促进企业走向市场，形成自我约束的投

资机制。企业面向市场大有可 为，通过探索和实

践股份制、企业兼并、联合以 及组 成企业集团 等

等，可以 促进企业形成合理的经营机制，多渠道

地解决 资金不足问题。

税 后还贷办法无疑是要坚持的，但如 何具

体实施，是可以 而且需要进一步探讨研 究的。要

从在全国普遍实施税 后还贷办法着眼，探索制

定切实可行的方案。在总结以 往试点经验和根

据 当前财政经济实际 情况的 基础上 ，去年八月

财政部和国 家体改委制定了统一的“税利分流、

税 后还贷、税 后承 包”试点办法。这个办法具体

界定了新老贷款的划分和如 何予以 归还。为此，

各地 都要努 力 扩大试点面，并且 不论老的试点

还是新扩大的试点，都应以 这个办法为规范。积

极 探索，总结经验，最后制定出适合全国 实行的

税 后还贷方案，科学合理地取代税前还贷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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