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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管理体制的法律规定

吾 实

财政管理体制是划分中央同地方之间、国家同企

业事业单位之间在财政管理方面的职责、权力、财政收

支范围和管理方式等财政管理体系和制度的总称。广

义的财政管理体制包括预算管理体制、税 收管 理 体

制、企业财务管理体制、基建财务管理体制、事业单

位财务管理体制、行政机关财务管理体制等；狭义的

财政管理体制仅指预算管理体制，财政管理体制是国

家财政管理的一项根本制度，也是国民经济管理体制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的财政管理体制一般都是由国务院制定，财

政部作补充规定、具体解释和说明，建国三十多年来.
我国财政体制的改革，曾经进行过多次，经历了一个

由高度集中逐步过渡到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实行分级管

理的过程。尽管分级管理的形式有许多 种，集中和

分散的 程 度有所不同，中间也有过起伏，但始终是

沿着“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方针前进的，在前进

过程中，虽然有统得过分的时候，也有分得过散的时

候，但总的说大多数年度是同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及

其发展变化的要求相适应的，它基本上保证了国家重

点建设，兼顾了各地区、各部门以及各项建设事业的

资金需要。下面我们仅对现行财政管理体制的法律规

定作一些介绍，

一、现行财政管理体制的法律规定

为了贯彻落实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

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国务院于1985年 3 月发布了

《关于实行“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财政

管理体制的规定》，同1980年的体制相比，现行体制

除了继续贯彻了划分收支、分级包干、“分灶吃饭”

的原则外，主要是考虑到绝大部分国营企业已实行了

第二步利改税，工商税制已作了重大改革，财政收入

结构已发生了很大变化等情况，在收支划分特别是收

入划分方面进行了调整，

现行财政体制的法律规定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内

容：

（一）按税种划分各级财政收入

1.中央财政的固定收入包括：中央国营企业所得

税、调节税和各银行总行、保险总公司的营业税；军

工企业的收入；中央包干企业的收入；中央经营的外

贸企业的亏损；粮、棉、油超购加价补贴；烧油特别

税；关税和海关代征的产品税、增值税；专项调节税；

海洋石油外资、合资企业的工商统一税、所得税和矿

区使用费；国库券收入；国家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

金；其他收入，

石油部、电力部、石化总公司、有色金属总公司

所属企业的产品税、营业税、增值税的70%作为中央

财政固定收入，

2.地方财政的固定收入包括：地方国营企业的所

得税、调节税和承包费；集体企业所 得 税；农牧业

税；车船使用牌照税；城市房地产税；屠宰税；牲畜

交易税；集市交易税；契税；地方包干企业收入；地

方经营的粮食、供销、外贸企业亏损；税款滞纳金、

补税罚款收入；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车船使用

税和其他收入。尚待开征的土地使用税将来也列为地

方财政的固定收入。
石油部、电力部、石化总公司、有色金属总公司

所属企业的产品税、营业税、增值税的30%作为地方

财政的固定收入，

3.中央和地方财政共享收入包括：产品税、营业

税、增值税；资源税；建筑税；盐税；个人所得税；

国营企业奖金税；外资、合资企业的工商统一税、所

得税。

（二）按隶属关系划分各级财政的支出

1.中央财政的支出包括：中央基本建设投资；中

央企业的挖潜改造资金、新产品试制费和简易建筑

费；地质勘探费；国防费；武警部队经费；人民防空

费；外援支出；外交支出；国家物资储备支出；以及

中央级农林水利、工业、交通、商业事业费；文教科

学卫生事业费和行政管理费等项支出，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2.地方财政支出包括：地方统筹基本建设投资；

地方企业的挖潜改造资金、新产品试制费和简易建筑

费；支援农业支出；城市维护建设费；以及地方的农

林水利事业费，工业、交通、商业部门事业费，文教

科学卫生事业费，抚恤和社会救济费，行政管理费，

民兵事业费和其他支出.
3.对于不宜实行包干的专项支出，如特大自然灾

害救济费、特大抗旱和防汛补助费、支援经济不发达

地区的发展资金、边境建设事业补助费等，由中央财

政专案拨款，不列入 地方财政支出包干范围。

（三）收入的上解、分成和支出的补助

凡地方固定收入大于地 方支出的，定额上解中

央；小于地方支出的，从中央、地方共享收入中定一

个分成比例，留 给地方；地方固定收入和中央、地方

共享收入全部留 给地方，还不足以抵拨地方支出的，

由中央定额补助。
此外，现行体制还明确了地方财政收支的核算方

法；继续对民族自治地区和一些经济较为落后的省实

行了一些特殊优待办法，按照现行体制的规定，广东、

福建两省继续实行财政大包干的办法，凡经国务院批

准计划单列的城市，也实行全国统一的体制。
二、几个有待解决的问题

从三十多年来实行的几种财政体制来看，以下几

个问题尚待解决：

（一）财政体制的稳定问题

建国以来，不算个别省（市）实行的特殊体制，

仅全国统一的体制就有近十次变动，变更的焦点主要

是围绕着财权的放与收进行的。有时强调高度集中，

有时则偏重下放，多次出现不是统得过死，就是放得

太宽的情况，即使有几次兼顾了集中与下放，但仍不

能很好地解决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责、权、利的有机

结合问题。体制的多变，既反映了我国财政法规的不

稳定，也说明体制本身仍处在探索之中。财政体制的

法律规定是财政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经常变

动，不但不利于在财政工作中加强法制建设，而且还

容易产生用行政手段代替法律手段的情况。财政体制

的稳定是建立在税收体制稳定的基础上的，从目前来

看，第二步利改税制定的工商税制以及后来对这一税

制进行的补充，初步为财政体制的定型打下了基础。

现行 “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的体制虽说还

不很完善，但只要朝着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责、权、

利挂钩的方向努力，就能使这一体制逐步得到稳定。

（二）地方向中央争指标的问题

在现行体制的执行过程中，一个较为突出的问题

就是地方向中央争指标，每年一次的财政会议，除了

研究确定一个时期的财政工作的大政方针外，要有相

当的精力花在落实每个省、市的财政收支指标上。因为

考核各地财政收支任务完成好坏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

看指标完成的情况如何。地方财政自然希望把收入指

标定低一些，支出指标定高 一些。这反映出在定收入

指标时，没有严格按照 “划分税种”的规定以科学的

方法来定，人为的因素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定支出指标

时，没有很好地把支出与经济效益挂起钩来。要改变

这种状况，除了收入指标要运用一系列科学方法确定

外，支出指标也要把行政性支出与投资性支出划分清

楚。对行政性支出要厉行节约，对投资性支出要同时

落实经济效益指标，不能只知花钱而不管效益如何。

（三）把企业从“条条块块”中解脱出来

三十多年来.在财政管理体制的变革中，企业始

终是处于条条块块的从属地位。集中时，往往把一些

企业收归中央管；放权时，又返还给地方管。不论是

条条管、还是块块管，企业都没有真正的自主权。尽

管近几年来注意到 了扩大企业自主权的问 题，但由

于财政管理体制的改革没有摆脱过去那种把企业放在

条条块块的隶属地位的局面，结果还是不能使企业从

各种行政束缚下解 脱出来， 妨碍了企业自主权的实

施。因此，在财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中，必须改变那种

把企业隶属关系作为划分中央与地方集中与分散界限

的依据，把企业作为中央与地方财政收 支 筹码的办

法，以保证企业自主权的充分发挥。

（四）在现行体制的法律规定中要增加制裁性条

款

任何法规，如果缺乏制裁部分，在实施中就不可

能得到严格遵守。从严格的意义上讲，若一个法规缺

乏制裁条款，就不能算是一个完备的法规。而现行的

财政管理体制的法律规定，在这方面是一个空白，这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该法 规的严肃性，对执行中发现

的违反体制规定的行为，无法采取相应的制裁措施。
财政管理体制既然已通过法律形式加以确定，就必须

上下信守，共同执行。财政部门要执行，其它部门和

各地方也要执行。为了使财政管理体制能真正得到贯

彻执行、有必要针对可能发生的违反体制规定的行为，

制定出制裁措施。同时.对完成任务好，并能严格执行

体制规定的地方，也要制定出一些奖励措施，以鼓励各

部门、各地方一方面加强财政管理，增加财政收入，

另一方面又注重节约财政支出，讲求各项支出的经济

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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