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单位委任 48 名会计师、助理会计师为综合审查

员，专门负责日常性业务综合审查，严格把关，

把不符合国家政策制度的问题解决在综合审查

之中。由于较好地坚持了日常财务自我监督检

查，从而收到了违纪金额逐年减少的好效果。

1990 年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时，全局上缴违纪

款仅 3.49 万元，1991 年上半年审计署进行审

计后，没有发现财务收支上的任何违纪问题。

财务管理
应把清理欠税与清理

“三角债”很好结合起来

张天犁  王浩川

1991 年 1 1 月召开的全国清理拖欠税款电

话会议要求，要切实把清理欠税与清理“三角

债”工作结合好，努力达到“债税双清”，保证国

家预算任务的圆满完成。下面，我们就“双清”工

作如何结合的问题谈几点看法。

一、统一认识，把清理欠税工作提高到应有

的地位。在目前“双清”工作中，存在着明显的偏

重清理企业“三角债”，而忽视清理企业欠税的

倾向，甚至有的人错误地认为在清理“三角债”

期间可缓交税款。这种把企业上交税款与清理

“三角债”工作人为地分割开来的作法，使企业

欠税大幅度上升。到去年 9 月底，全国欠税总额

高达 213.4 4 亿元，比年初新增欠税 90.11 亿

元，增长 73%。巨额欠税不仅给财政收支平衡

带来不利的影响，而且也影响政府职能的正常

运转。据估计，企业“三角债”影响税款上缴的数

额是很大的。去年 11 月底全国“三角债”有

2 000亿元之多，我们扣除重复计算因素，折半

按 1 000亿元及 10%的综合流转税率估算，“三

角债”影响税款上缴仍约有 100 亿元（不包括企

业所得税利部分的欠缴）。因此，在“双清”工作

结合问题上，首要的是提高认识，统一思想，把

清理欠税工作提高到应有的地位，绝不应牺牲

国家财政利益。企业实现销售、形成利润而上缴

税款，是企业应尽的义务，及时向国家缴纳是顺

理成章的事。我们必须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把

清理欠税与清理“三角债”工作很好结合起来，

力争做到“债税双清”。

二、清理欠税与清理“三角债”工作要双管

齐下，统一领导，统一部署。清理欠税与清理“三

角债”工作虽然面对的任务、手段各有不同，但

是，“双清”的紧迫性却是同样的。因此，“双清”

工作要双管齐下，统一领导，统一部署。我们建

议，将现在单独设置的国务院联合清理欠税领

导小组和国务院清理“三角债”联合领导小组合

并起来，成立国务院联合清欠领导小组，请国家

计委、国务院生产办、财政部、各银行、国家税务

局等有关部门参加，统一领导“双清”工作。清欠

内容可以包括清理企业“三角债”、清理企业拖

欠税利、清理银行贷款本息等，把企业、国家财

政、银行等债务关系统一结合起来考虑，实行统

一领导、统一政策、统一部署，以协调关系，解决

矛盾。这样，可以提高“双清”工作的综合效果，

不仅有利于清理企业之间小的“三角债”，也有

利于处理好企业、财政、银行之间大的“三角债”

关系，推动清欠工作向纵深方向发展。

三、财政、银行、税务等综合经济部门要统

一步调，相互支持，加强“双清”工作的配合。在

当前清理“三角债”工作中，银行方面具有重要

责任，是唱主角的，而有清理欠税方面，财税部

门居主导地位，因此，要使清理“三角债”与清理

欠税工作结合好，关键是财税、银行两个系统要

搞好关系、统一步调、相互支持，离开这一点，

“双清”工作的结合就无从谈起。财政、银行是社

会资金的两大管理调度部门，只有双方在工作

上相互配合、相互协调起来，才有可能保证社会

资金的合理运行。在清欠工作中，银行代理国库

经收税款，因此，银行对清理欠税工作具有举足

轻重的地位。各级银行在做好清理“三角债”工

作的同时，一定要从大局出发，积极配合财政、

税务部门做好清理欠税工作。要协助税务部门

催交欠税，并按照税法规定，对屡催不交的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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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款交税，包括滞纳金。

四、严格结算纪律，把“双清”工作落到实

处。目前的问题主要是在“双清”工作衔接方面

存在着一些分歧。由于受当前销售不畅、库存激

增、效益下降以及银行头寸不足等因素的影响，

社会资金供应十分紧张，特别是企业资金严重

短缺。在这种背景下，资金的一进一出都涉及到

各方面的利益，如何正确分配资金，成为矛盾的

焦点。我们认为，解决资金分配问题的基本原则

应该是确保国家税收的首要地位。国务院曾在

1962 年明文规定了“税、贷、货、利”的扣款顺

序，尽管随着改革开放和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

特别是银行实行企业化管理之后，这个顺序事

实上已经被打破，贷款与货款和利润处于同等

地位，但是，决不能以此为理由动摇国家税款的

首要地位。目前有的银行单位，采取拒收和延压

税票等手段，先行收贷收息，这种做法是错误

的，要予以纠正。我们应该严肃结算纪律，整顿

好商品交易秩序，确保国家税收的首要地位。为

使“双清”工作结合好，并真正落到实处，在清理

“三角债”过程中清理企业旧的欠税可以适当让

路，对企业收回货款中所含税款部分则必须依

法清交，避免发生新的欠税；在清理“三角债”告

一段落后，再对企业陈欠进行优先清缴，保证国

家利益不受侵蚀，其后，企业的余额货款才可用

作他途。

五、从大局出发，统筹兼顾，共度难关。目

前，经济形势虽然正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但销售

不畅、积压严重、效益下降、资金紧张的矛盾并

没有得到根本改善，无论银行、财政、企业等都

无力单独对付这一局面，因此，各部门和企业都

应从大局出发，精诚团结，相互支持，形成合力，

共度难关。我们认为，财政、银行、企业三者利益

紧密相关，不可各自为政，厚此薄彼，而应当统

筹兼顾，适当安排。建议各级政府的主要领导亲

自出面，组织协调，召开职能部门参加的联席会

议，共同研究，合理安排和分配资金，在搞活市

场、搞好企业的基础上，把清理“三角债”与清理

欠税两项工作做好，为全面疏通和理顺经济关

系作出贡献。

财务管理
谈闲置资产再配置

与增加财政收入

孟天林四川省国有资产管理局

据统计，目前四川省预算内国营企业闲置

资产 1 3.5亿元，占全省预算内国营企业总资产

的 3.3%，一年少创税利 2 亿元。更令人不安的

是，近年来闲置资产的增长超过了新增资产的

增长，1 990 年，四 川省预算内国营企业闲置资

产比上年增长 30% ，而同期新增资产为 13% ，

相差 17 个百分点。资产长期闲置，不但不会增

值，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还会贬值。因此，做好

闲置资产的再配置，让资产处于良好的营运之

中，对于优化资产配置，充分发挥存量资产的效

益，调整产业、产品结构，提高经济效益，增加财

政收入，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闲置资产再配置包括出售、出租、联营、入

股等一系列经济行为。要做好这项工作，必须从

多方面努力。

一、要逐步建立计划指导下的闲置资产再

配置的市场机制。由于传统的管理体制和方法，

我国长期形成的资产产权部门所有、地区分割

的格局尚未改变。一方面，一些企业拥有大量的

闲置资产，由于缺乏必要的管理维修，日晒雨

淋，锈蚀损坏；另一方面，有些企业的技术改造、

设备更新又需要大量的资金。钱从哪里来？财

政无力安排或安排甚少，自有资金有限，银行贷

款受计划规模控制且利率较高，企业难以承受。

因此，要逐步建立与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

发展相适应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与方法，让资

产摆脱部门和行业分割控制，按照国家经济、产

业政策要求，由市场来调节资产的余缺，完成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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