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的是逐步理顺被承包制扭曲的分配关系，明

确国家具有的政权职能和管理经济的双重职

能，使国家做为公有制的代表，能够在国民收入

分配中起支配作用。“税利分流”的某些作法虽

然还不够完善，但与承包制相比，无疑是一个进

步，因此，应在不断改进的基础上，积极开展试

点工作，有计划地扩大试点范围，争取在“八五”

中后期逐步推开。

从长远看，为了切实解决提高财政收入占

国民收入的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

入的比重的问题，最有利的办法就是在划清各

级政府事权的基础上实行分税制。因此，在“八

五”期间，除了应进行“税利分流”的试点以外，

财政部门还应当抓紧时机，积极、稳妥地进行分

税制改革的试点工作，摸索经验，合理确定各级

政府应掌握的财权和财力，为下一步深化财税

体制改革打好基础。

在此基础上，还要逐步理顺税制结构，强化

税收管理，使税收在增加财政收入和宏观经济

调控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另外，在预算管理方面，应当努力创造条

件，尽快编制复式预算，将现有的各种“基金”在

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纳入财政专户管理，严格

划清经常性预算和建设性预算的关系，以便提

高社会资金的使用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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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和发展以国营企业职工待业保险基金

和退休养老基金（以下简称“两金”）为主要内容

的社会保障制度，不仅可以解除劳动者的后顾

之忧，稳定职工队伍，鼓励劳动者为社会利益忘

我工作，而且也使职工老有所养、生活有靠，充

分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目前在“两金”

的管理工作中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从

湖北省襄樊市“两金”管理情况看，主要有以下

几方面的问题：

一、“两金”管理工作的透明度不高，人们对

这一问题的认识还普遍地停留在低水平上。主

要表现在人们对“两金”的性质、作用、意义、用

途等有关问题不甚了解。产生这个问题的根本

原因是宣传工作缺乏应有的力度和深度。

二“两金”的征收缺乏科学的量化标准，造

成计提比例偏高和计提范围过宽，致使基金结

存规模过大。据统计，宜城县 1990 年职工待业

保险基金和退休养老基金实际征收数额分别为

10 万元和 150 万元，年底净结余分别为 8.2 万

元和 96 万元，占当年实际征收数额比重分别为

82%和 64 %。

三、对“两金”的监督、管理不力，造成“两

金”使用失控。突出表现在一些地方和部门无视

国家有关政策规定，逃避财政监督管理，擅自将

“两金”挪作他用。如襄樊市某县劳动部门，无视

财经纪律，擅自将 70万元的“两金”收入用于修

建高标准住房。导致这个问题的主要原因，一是

财政部门没有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对“两金”的使

用进行有效监控，有些财政部门认为从事“两

金”管理是搞“副业”，存在怕麻烦的错误思想，

因而放松了对“两金”的管理；二是财政和劳动

部门的有关制度和政策规定不相吻合，各唱各

的调，结果在管理中出现互相扯皮现象。

四、部门、企业之间相互不协调，“两金”征

收难度日益增大。例如，宜城县 1990 年职工待

业保险基金和退休养老基金的实际收缴率分别

为 71%和 82% ，全年“两金”累计欠交额达 36

万元之多。究其原因，一是企业缴纳“两金”的积

极性不高，认为实行“两金”统筹是国家在变着

法子抽调企业资金；二是由于当前银根抽紧，资

金供求矛盾十分突出，企业不能按时缴纳“两

金”；三是有一部分专业银行考虑到自身的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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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不愿划转资金，造成资金结算梗阻；四是劳

动部门所属的“两金”征收机构不具备强有力的

征收措施和手段，造成企业逃交、漏交、欠交甚

至拒交的现象时有发生。

五、管理体制不合理，责、权分离。一方面，

政府行政部门管得过宽，不能充分发挥基层单

位的主动性和灵活性；另一方面，地方财政部门

作为国家管理资金的职能部门，承担管理“两

金”的责任，而劳动部门作为主管部门有“两金”

的使用权，由于责权分离，造成管理上的被动。

针对上述“两金”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我们认为在今后的“两金”管理工作中应采取如

下财政对策：

一、深入宣传，提高认识，增强“两金”管理

工作的透明度。有关部门在开展这项工作的过

程中，必须深入实际，耐心细致地做好思想政治

工作，并充分利用各种宣传工具，大力开展多形

式、全方位的社会性宣传工作，澄清模糊认识，

消除思想疑虑，切实地向人们讲明开展“两金”

管理工作的重要意义，争取社会各界对此项工

作的理解和支持。

二、努力探索“两金”增值的有效途径，提高

资金的使用效益。在保证基金正常支出并留有

足够的周转余地的前提下，可调剂出一部分资

金，对那些投资少、周期短、见效快的发展项目

给予必要的扶持，并根据投资份额的多少按股

分红，所得盈余应全部返归到各项基金之中，以

实现资金的有效增值。

三、认真调查，科学测算，对“两金”征收进

行合理的量定。“两金”是通过国民收入的分配

与再分配而形成的社会消费基金，它涉及到国

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直接关系到职工的切身

利益和社会经济的稳定与发展，因此，在实际工

作中有必要对“两金”的征收比例和征收额度进

行科学、合理的量定。具体办法是：1、职工待业

保险基金的提取仍按现行办法执行，即按各企

业和单位全部职工（固定工和合同工）标准工资

总额的 1%计提，由各企业和单位分月向劳动

部门缴纳。2、合同制工人退休养老基金采取定

额缴纳，国家或企业负担大头，个人负担小头的

办法，由劳动部门按月收缴。全年缴纳定额以

200 元为宜，其中职工个人负担的比例为 15% ；

固定职工退休养老基金，由劳动、财政部门在每

年初根据各企业和各单位上年底的劳动工资报

表所反映的离退休职工人数及离退休费用支出

情况，认真合理地编制本年度收支预算。在编制

收支预算的过程中，要把本年度预算结余数控

制在预算收入的 10%以内，并在此基础上测算

出统一的计提比例，计提范围只限于在职的全

部固定职工的标准工资总额。

四、理顺管理体制，为“两金”管理工作的顺

利开展创造一个良好的条件。首先是要克服政

出多门、缺乏统一规划、统一协调和统一管理的

混乱现象，明确划分各部门的权责，促使各部门

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如明确规定财政部门负责

资金的管理和资金使用的监督检查；劳动部门

负责基金的征收及其发放与使用。其次，银行、

财政、劳动部门要密切配合，通力协作，对缴纳

基金不积极或拖欠基金的企业和单位；银行部

门可直接从其账户上划转，保证基金收入及时

足额的收缴；财政部门要严格地按计划拨付资

金，以保证正常支出的需要。

五、狠抓建章立制，完善管理办法。一是要

根据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制定出一套符合本

地实际的“两金”收支财务会计制度，规范“两

金”的会计核算和财务管理；二是要建立“两金”

收支的预决算制度，将“两金”收支纳入财政统

一管理，从而硬化预算约束，增强财政部门的宏

观调控功能，为今后其它各项社会保障基金的

顺利实施打下良好的基础，提供可借鉴的有效

经验。

六、加强立法工作，尽快实现提取基金向以

税种征收的办法过渡，即在时机和条件成熟的

情况下，借鉴外国的一些经验做法，通过开征社

会保障税，以法定的税收形式把城乡居民的社

会保障问题固定下来，以达到深化社会保障制

度改革的目的。从而，为建立多层次、多渠道的

县级社会保障制度提供行之有效的法定保证条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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