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摘

调整分配格局是

振兴财政的重要途径

《中国财经报》7 月 31 日发表

王绍飞的文章说，当前财政困难相

当严重，已经到达难以 为继的地

步，这种困难与现行财政体制有直

接关系，对这种财政体制不进行根

本改革，财政困难就会加重。文章

认为，振兴我国财政必须采取以下

措施：一是深化改革，调整分配格

局。其办法是：其一，实行税利分

流，国家征税，税后利润归所有者

和经营者，取消税前还贷，停止征

收两金，用规范性收入代替非规范

性收入，同时取消经营性亏损补

贴，打破国企之间的“大锅饭”，使

国营企业与其它所有制形式的企

业一样，在平等纳税基础上真正走

上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

和自我约束的轨道，增强企业活

力，摆脱财政困境。其二，用分税制

代替地方承包，在明确划分中央和

地方事权的基础上，划分中央税和

地方税，各自的税由各自分别立

法。对不同的地区，税种可以有所

不同，也可结合其收支对特殊地区

实行中央补助制。二是统一财源，

实现财政平衡。①分解预算外收

入，建立统一的分级财政，实行复

式预算，一切与执行国家职能有关

的分配都要统一于国家财政；②取

消遗害无穷的创收政策，统一经费

供给来源和供给标准，一切 上层建

筑机构不能自谋收入，一切执行国

家职能的收入要全部纳入同级财

政，“一切缴获要归公”，保持廉洁

政治；③统一规费收入，集中罚没

收入。三是集中财权，强化宏观控

制。①要集中精力解决国家计委对

财权的拦截，把这部分财权收归财

政部门；②解决部门对财权的肢

解；③协调财政系统内部的职权关

系，当务之急是理顺国家预算、国

家税务和国有资产管理三者之间

的关系，把三者都统归于国家财政

之内。

（晓何摘）

文摘消除贪污腐败

要治根治本

武树帜在 1991 年 7 月 28 日

《经济参考报》上撰文认为，反贪污

贿赂斗争是一项长期的任务，时间

短了不行，急了也不行。要坚持不

论 什么时候，“有贪必肃、有错必

纠”的方针。越是改革开放，越是搞

活经济，越要特别重视反贪防腐。

一要造成强大的反贪污贿赂的政

治攻势，在舆论上形成一种以正压

邪的声势或气候，使贪污贿赂犯罪

分子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二

要依法从严从重惩治贪污贿赂犯

罪活动。当前贪污贿赂的不正之风

已经严重存在，必须严刑峻法才能

整治，需下重药才能挽救，用重锤

敲警钟才能警戒。对贪污贿赂犯罪

行为决不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姑息养奸。要突破关系网，顶住说

情人，坚决稳、准、狠地打击贪污贿

赂犯罪分子。三要综合治理。反贪

污贿赂要严打和教育相结合，惩治

和预防相结合，群众检举和专门机

关惩处相结合。最有效的防腐反贪

措施，就是要精兵简政，即除了加

强队伍建设，使其素质不断完善提

高，达到兵要精的标准外，就是要

减少机构，减少层次，减少环节，简

化手续，不要管那些不该管又管不

了的事。撤掉那些莫须有的审批

权、办证权、检查权，等等，也就减

少了滋生贪污贿赂的窗口和机会。

（何摘）

文摘
会 海 为 何 难 平？

当我们洞观会议组织者们的

心态之后，就会对其中隐情略知一

二。心态之一：不愿深入基层，调查

研究，认为在会上发号施令、布置

工作速度快、效率高。这样一来，一

些本 可以 在基层、现场、萌芽状态

解决的问题，办成的事，要等到问

题成堆、事态扩大，才搬到会场上

来解决。心态之二：喜欢干轰轰烈

烈的事业，不愿做扎扎实实的工

作。凡事都要开个会造声势，会后

往往不抓落实。心态之三：打几个

电话或跑上几趟也就把事情办妥

了，偏要开会，请几位首长坐镇，以

示领导重视。心态之四：有些重要

的工作，开会是必要的，但若不是

单位领导参加就拍不了板，定不下

调，难以贯彻落实。久而久之，形成

了解决问题靠开会，开会必得首长

到的习惯。心态之五：有些同志把

新闻宣传视为表扬稿、嘉奖令，因

此无论大会小会都要求宣传报道。

（摘自 1991 年第 14 期《半月

谈》，作者：晓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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