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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翠兰财政部财税体制改革司 司长

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建议》和七届全国

人大第四次会议李鹏总理的报告都指出，落实

党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 各 项 方针政

策，关键在于继续坚定不移地实行改革开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通过对财税体

制的改革，调动了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促进

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为我

国现代化建设第一步战略目标的基本实现，做

出了应有的贡献。
但是，在前一段的经济改革中，由于缺乏

经验以及一些其它原因，在改革分配关系时，
比较注重发挥激励 机 制的 作用，注重调动地

方、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与此同时，却忽视

了建立约束机制，忽视了国家宏观调控职能作

用的发挥和国家需要的综合平衡能力，致使国

民收入的分配过于向地方、企业和个人倾斜，
资金过于分散，国家宏观调控能力减弱。这种

分配格局，既制约了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也

不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整 体 经 济效 益的提

高。因此，在今后的改革中，要从实际出发，
采取一些政策和措施，适当集中必要的财力，
把集中与分散恰当地结合起来，既要发挥各方

面的积极性，又使国家有必要的资金来办一些

关系全局利益的大事。理顺分配关系，对今后

十年实现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战略目标，
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国家与国营企业利润分配关系上，目前

大多数企业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这种体制在

调动企业和职工发展生产的积极性上有积极作

用，但目前的承包经营责任制基本上是税利合

一的承包办法，把企业所得税也包死了，是分

配过于向企业倾斜的原因之一。对现行承包经

营责任制需兴利除弊，把办 法 加 以 完善和改

进。现在，有一部分企业的利润分配已开始按

照税利分流的原则，进行 “税利分流、税后还

贷、税后承包” 的试点。税利分流与承包经营

责任制并不是相互对立的，它是在企业承包经

营责任制基础上的前进，是对税利合一的承包

办法提出的改进措施，是完善承包经营责任制

的重要途径。建国以来，我国在处理国营企业

的利润分配时，往往采取税利合一的办法，或

全部以利润形式分配，或全 部 以 税的 形式分

配，使分配关系难以理顺，使企业缺乏在平等

纳税基础上的竞争条件。按照 税 利 分 流的原

则，国家征税是行使国家的政治权力，行使社

会管理者职能，对所有企业，不论其所有制性

质如何，一律按国家税法征税。所有者分取利

润则要区分企业的不同所有制性质，属于全民

所有制的国营企业，国家是其所有者，应由国家

分取其税后利润，属于非全民所有制的经济成

分，则由它们各自的所有者分取其税后利润。
把国营企业税利合一的分配办法改按税利分流

的原则进行分配，既可使国家的双重职能发挥

作用，而且由于税收具有强制性、无偿性和固

定性的特征，以及所得税具有的弹性功能，随

着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国家的税收所得和企

业税后利润都可相应增长，并能克服包税出现

的弊端，逐步调整目前过于分散的分配格局。
同时，包括国营企业在内的各种经济成分的企

业都按照税利分流的原则分配利润，使各种经

济成分的各个企业有可能在平等纳税的基础上

自主经营，开展竞争，对于发展社会主义有计

划商品经济和统一市场的形成，都将起到积极

的促进作用。
在中央与地方的分配关系上，目前实行的

是在 “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 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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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方财政包干体制。这种体制调动了各地当

家理财的积极性，但出现了分配向地方倾斜的

情况。改革的方向是在划清中央和地方事权范

围的前提下，实行分税制。先设置合理的税制

结构和适用于各种经济成分的统一税制，再把

各税分为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地方共享税。

把属于与宏观调控关系密切的 税种 划 为中央

税，不问企业的隶属关系如何和所有制性质如

何，交纳的中央税均为中央财政收入；属于随

经济发展而增长较快的税种，划为中央地方共

享税，用分率的办法将一定税率以下征收的税

收划归地方财政收入，超过一定税率征收的税

收归中央财政收入；其它税种划作地方税，各

类企业交纳的地方税均为地方财政收入。国营

企业税后利润上交国家的部分则按谁投资谁受

益的原则，分别纳入各级财政收入。分税种的

分税制体制将彻底改变过去按企业隶属关系在

各级间划分某些财政收入的办法，能使各级政

府都关心经济的发展。这样，既有利于避免上

下级间互相挤挖收入，也有利于打破地区间的

相互封销，大家齐心协力，积极为企业创造良

好的外部环境。
通过配套改革，国营企业的利润按税利分

流的原则进行分配，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收入按

分税种的原则进行分配，将会逐步调整分配过

于向企业和地方倾斜的格局，适当提高财政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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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财政、税收进一步发挥其宏

观调控的职能作用。并且还可为实行复式预算

提供条件。复式预算，把国家行使社会管理职

能征收的税款作为经常性预算收入，用于维持

国家机器正常运转和社会生活正常进行所需的

经常性预算支出；把国家行使所有者职能取得

的投资收益作为建设性预算收入，经常性收入

如有结余，结余部分也转作建设性预算收入，

一齐用于建设性预算支出；建设性预算收入如

满足不了建设性预算支出时，可通过举债办法

弥补，但需考虑以后的还债能力。这样做，有

利于国家预算结构的合理化，把国家预算的安

排和全社会的发展衔接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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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好内 功

克服困 难

何振一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院
财贸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关于制定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和

七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批准的《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向

财政部门提出了光荣而艰巨的任务。目前国家

财政的形势十分严峻。据估算，“八五” 期间

的财政困难还有加大趋势，如果不采取有力措

施克服财政困难，不仅财政基本平衡的目标难

以实现，而且必将严 重 影 响《建议》和《纲

要》所提出的各项改革和建设任务的实现，甚

至还有可能再度诱发通货膨胀。因此，克服财

政困难，保障“八五”期间必要的财力供给，

应当是财政部门面临的压倒一切的任务。
如何克服财政困难，从根本上说，关键在

于提高经济效益，把 “蛋糕” 做大，只有财源

茂盛，财政收入才有可能增加。但在现行体制

下，仅此并不足以克服财政困难。因为，在当

前不仅是经济效益低下制约着财政，更重要的

是财政收入累退机制及各种蚕食财政收入的漏

洞制约着财政。这表现在：第一，现行的财政

体制是以减税让利为主要内容而建立起来的。
为了更多地向企业和部门让利，在财政收入政

策上，每一次改革都采取了保存量、让增量的

方针。例如，第二步利改税改革中，国营企业

调节税就有新增利润减税70%的规定；在实行

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中，又采取了 “交够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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