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革办法，这是兴利改税和承包制之利，除二者

之弊的合理结合形式。它既不是利改税的简单

回归，也不是对现行承包办法的彻底否定，而

是承包经营责任制的进一步发展。由此而形成

的税利并存的格局是适合我国国情，符合经济

发展规律的，是理顺国家与企业分配关系的比

较理想的选择。
会上，四川 省 重 庆市、黑龙 江省牡丹江

市、湖南省益阳市和河南省南阳市等试点地区

的代表介绍了试点情况，一些专家学者就税利

分流的理论和实际问题作了专题发言。分组会

上，代表们对税利分流问题从理论依据到实践

意义，从具体政策到配套措施等多方面进行了

研究探讨。会议还讨论了财政部提出的 “国营

企业实行‘税利分流，税后还贷、税后承包’
的试点办法（讨论稿）” ，并对所得税税率问

题、还贷问题、所得税后利润分配问题以及试

点范围问题，提出了不少有意的建议。这次会

议共收到试点地区情 况 介 绍 和专题论文30余

篇。  （牛余志）

简
讯 全国农村财政研究工作正在蓬勃开展

中国财政学会农村财政研究会成立三年多来 ，在

组织建设、理论研究上都取得较好的成果。

目前，在全国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 单 列市

一级中，已建立农村财政研究会29个、 筹 备组10个，

占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总数的88.6%。据了解，

农村财政研究组织不仅在省级普遍建立 了，而且开始

延伸到基层。仅吉林省各级农财研究会就有会员2 000

多人。通过农村财政研究会的组织联系，已凝聚起十

分可观的农村财政研究力量。

农村财政研究会成立以来，根据党中 央 、国务院

关于发展农业的战略决策，在理论研究 上有重点地开

展专题研究。据初步统计，近三年各联合课题组 和各

地农财研究会对农村许多重大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写

出了500多篇有观点、有分析的调查研究报告 和论文。

其中部分论文已汇编成册，出版21集。这些论文或专

题调查报告，大都提出了一些有新意的政策性建 议和

措施，有些研究成果已对本地区领导 决策产生一定的

影响，并受到有关部门的好评。如江苏省财政厅根据

该省农村财政研究会的研究报告起草的 《 关于建立农

业发展基金制度的建议报告》 ，在省主要 领导参加的

省委常委会上得到肯定。对其中有关增加农业投入的

政策建议，省政府决定专门发文，予 以明确，收到了

很好的实际效果。

在理论研究中，各地的农村财政研究 会 注重理论

与实际的结合，在组织上体现了三个结合，即财政、

农业和有关综合部门三结合，业务、科研和教学 人员

三结合，一线、二线、三线干部三结合。这种将理论

研究与实际工作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 优良作风推动了

农村财政理论研究的深入，1989年经中国 财政学会总

评委审定的190篇农村财政优秀论文中 就 有66篇是这

种 “三结合”的产物。现在，随着农村财政理论研究

活动的开展，整个农村财政战线调查研究的风气更浓

了，不少离退休的老同志也积极为农村财政理论政策

研究发挥自己的余热。实践证明，建 立这样一个群众

性的学术团体非常必要，它推动了全国农村财政研究

工作的蓬勃开展，加深了财政部门对农村经济活动的

了解，促进了财政支农工作。

国务委员兼财政部长王丙乾同志今 年 2 月在 第二

次全国农村财政理论讨论会上指出：“农村财政研究

的范围很广。我们应放开视野，开拓思路 ， 从大处着

眼，从小处下手。要由此及 彼 ， 由表及 里 ，由浅入

深。关键一条是研究财税 部门 如何 充 分发挥职能作

用，同其他部门一起把农业搞上去，使国民经济的发

展有一个坚实的基础。”今年以来，各级农村财政研

究会根据王部长指示和会章的旨意，在农村财政研究

中以中短期课题为主，以应用为主，重点围绕农业发

展新突破有关的财税理论政策提出课题，采取组织联

合课题组或进行专题调查研究 的形 式开 展 活 动。目

前，不少地方已经召开了课题研究讨论会 ，力争搞出

一些层次较高的研究成果为我 国 农业 的发 展作出贡

献。
（本刊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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