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 家 谈

切不可乱打

“欲取先予”的旗号要钱

时 放

“现在各方 面 向 财 政要钱 的，都打着‘欲取先

予’的旗号，地方财政部门招架不了 。”这句关心 财

政问题的深情话语，是一位从事财政科研 的 老朋友叫

我谈谈对 “欲取 先予”的 看法时说 的。当时我们俩各

从首都和“天府之国”到西安市开会，因 会 议时间安排

得挺紧，无空细 谈。回 京后，时间虽 然流逝得很 快，

春去夏来，但老朋友的这句话，确一直萦 绕于怀。

近几年 来，各地财政部门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的基本路 线，从促进生产 力的 发展出发，采取 了一

些积极的措施，帮助 本地区的一些部门、企事业单位发

展经 济，开辟财源，效果很 好。这些措 施，包括在政

策允许的前提下减税让利、提前拨给补贴 款 、利用财

政间隙资金借给生产所急需的周 转金等等。对这些措

施，大家通常称之为“欲取先予”的办法。江 苏 省财

政部门在 支持一些县创 亿元财政收入中，运用了 这个

办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湖北省在帮 助 经济、落后

县改 变吃财政补贴中，运用了这个 办 法，也取得了显

著的成绩。 “欲取先予”或许可 算是一段 “好经 ”，

但好经不可歪念，念歪 了，就 难免 要给别人添乱子。

打着“欲取先 予” 的 旗 号向财政部门 要钱.要“照

顾”， 要减税让利的人一多，财政部门的同志自然就

难以 招架 了。

找财政部门要钱的多了，自然不能 笼 而统之说是

坏现象。社会主义 “四 化”建设 ，是鼓舞人心的伟大

事业。各方 面、各部门、各单位都想把 自己的一摊子

搞好，正 说明 “四 化”事业的凝聚 力，把 上上下下方

方 面 面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调动起来了。缺 少 搞好自己

一摊子的资金，找财政部门要钱，是正 常 的。但也要

从大局出发，要根据财 力的可能。摊子 搞 大了 ，都找

财政部门要钱，财政部门 怎 么 能 招 架得住？再打着

“欲取先予”的旗号，缠住要钱，那就使财政部门 更

为难了。

在“欲取先予”这个办法上，有几个认识上 的问

题是需要说说。首先要明白，“欲取先予”不 是财政的

基本法则。财政部门是一个非生 产 的 部 门，不 出产

“钱”，不能 不顾 条件地实行 “欲取 先予”。财政部

门要“予”是必 须先“取”的，必须先 有收入，而后 才

能有支出， 这才是 财政的基本法则。我国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的财政，其收 入主要是靠工商企业按 照法律、

规 定上交的，该上 交的 税 利，工商企业必须履行自己

的义务。如果叫财政部门 无 原则地进行减税让利，该

交的不交给财政部门，叫财政部门拿什么 去 实行“欲

取先予”的办法呢？总不能叫巧 媳妇去做 无 米之炊。

其次要明白，“欲取 先 予”是有条件的。一是财

政部门是否有可用于“欲取先 予”方 面的钱；二是要

求给 钱的单位使 用 “欲取 先予”方面的钱，是否有 可

能取 得最佳的经济效果， 或者是最佳 的社会效益。目

前的基本情况是，一方 面，不论那一级财 政，资金都

比较紧。所以 中央 要求过几年 紧日子。当 然，说 紧也

不是一点钱都没有， 大多数的财政部门还是有一些可

用于 “欲取先予”方 面的钱， 但 都不太宽裕。另一方

面，要求财政给 钱的单位，包括要求减税让 利 的单 位，

也不是都具备有可能取得最佳 经济效 果的条件。这个

基本情况，就决 定了财政部门在 运用 “欲取先予”办

法时，要量力度势而 为之。谁个给，谁个 不 给，给 多，

给少， 采取有偿形式给，还是采取无偿 形式给 ， 都是

需要财政部门通过调查研究，精心 筹划，而后再作 出

恰当的决 定的。切不可打着“欲取先 予”的旗号，在

向财政部门要钱、讨好处方面 相互攀比。

第三要明白， “欲取 先予”具有很 强的 政 策性。

就以 减税让利来说吧 ，什么样的情况可以 减 税免税，

是有 具体政策规 定的，什么样的减免税应由那一级财

政机关审批，也有具体规 定。因此，那一级财 政部门

也不能妄为。你打“欲 取先予”的 旗号， 叫 他 减 免

税，岂不是让他犯错误嘛！再拿财政间隙资金 来说吧 ，

那个钱都是在预算里排了 用途的， 借给 你周转使 用，

到期不能 归还，就要坏事，会将原来的预算安排搅乱。

财政上用于 “欲取先予”的钱，既 不能 乱 给，也不能

乱讨， 道理也在这里。

总而言之， 切不可乱打 “欲取先予”的旗 号向财

政要钱，使财政部门招架不了。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大家谈
	切不可乱打“欲取先予”的旗号要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