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稳步增长的重要因素.
我县的工业原来以机械加工为主体，随 着市场情

况的变化，我们有意识地从政策和资金上支持产业结

构的调整，力求避免因市场需求变化而造 成生产大起

大落，以保证税收相对稳定。如从1978年以来，对19

户县属全民所有制工业累计投放资金4789万元，支持

其转产或增产适销对路产品，目前产 品 均 属畅销，

1986年比上 年产值增长24.88% ，销售增长22.20% ，

利润增长26.72% ，上交税利增长30.13% ，获得了生

产、销售、利润、上交税收同步增长 的好成绩。经过

几年的努力，全县产业结构日趋合理，并且许多企业

由单纯的 “内向型”逐步转到 “外向型”，使内向、

外向同时得到发展。目前，我县外贸出口产 品已逐步

扩大到粮油食品、 土畜产品、速冻蔬菜、五金 机 械、

纺织服装、工艺编织、医疗保健器械、 矿产化工产品

等11个门类，100多种产品，远销50多个国家和地区，

生产出口商品的企业已发 展到146家，其中出口 创汇

在1O0万美元以上的企业已有10多 家。1986年全年外贸

出口总值1.8亿元，创汇5000万美元。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乡镇企业更 与农业血肉

相连，因此，我们把财政对农业的支援，当作一项长

期的战略任务。在每年财政预算的安排中，增加对工

业投入的同时，也逐年增加 对 农 业的支 持和投入。

1986年用于农业的支出达1 315万元，比上年增长42%。
通过多年投入，促使全县农业进一步向稳产 高产和商

品化方向发展。1986年粮食产量 达到8.78亿斤，比上

年增产8 770万斤，增长11.1% ，是历史上第二个高产

年，并且已初步形成八个农业商品生产基地。

三、加强征收管理，堵塞 “跑冒滴漏”。

近几年，我们采取各种措施，加强征收管理，堵

塞漏洞：一是抓稽征管理。为了使 稽管资料的查阅、

保管规范化、一体化，我们配备了资料 档案柜和资料

夹，做到按企业立户。目前，各财 税所所辖纳税户的

基本情况和纳税鉴定等资料的完整率接近100 %。二是

抓税收的及时入库。几年来全县有 5 个所已做到当年

无欠税。三是抓收入计划的层层 落实。1986年初省下

达我县财政收入任务20 450万元，年中我们根据计划的

执行情况和税源的调查预测，把全 年收入计划调整到

22 500万元，并落实到每个专管员，从而增强了专管员

的责任心，保证了收入任务的超额 完成。四是抓好财

务辅导、纳税检查、票证管理等项制度的 完善和落实

工作，促进征收管理水平的不断提高。从1982年到现

在，我县已进行全县性清理和更换销货发票三次，并

多次重申和修订销货发票管理规定，加强了对 税收的

控管。为严肃税收法纪，防止偷漏税，我们重视抓税

收政策执行情况的检查，坚持全年纳税检查不断线。

1986年 8 月，我局抽调业务 骨干，成立了检查股，各

所成立了检查组. 对各项税收制度的实施和企业纳税

情况进行了一次全面检查，使征收管理工作又向前推

进了一大步。

简讯

全国财政管理体制研讨会

在西安市召开

全国财政管理体制研究讨论会于1987年12月24日

至28日在陕西省西安市召开。参加会议的有中国财政

学会的领导，各省、市、自治区 及单列市财政科研部

门的同志，财经理论研究机构和教育 部门的代表，共

60余人，提交论文50多篇。

在讨论中，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提出了一

些既有理论深度，又有实践可行性的建议。

与会同志首先 分析了财政体制改革面临的形势和

改革的迫切性，一致认 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是

我们进行财政管理体制改革总的指导思想；发展生产

力，提高经济效益，注意财政体制与其他体制的配套改

革等等，这些则是财政体制改革的具体指导原则。
对财政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问题，财政 体制的近

期目标和远期目标的轮廓设计问题，大家也都提出了

各自的见解。围绕着何谓分税制以及分税制的条件等

问题，大家的 看法是：我国 的分税制 应是能标 明中

央、地方关系的较 深层含义的分税制，目前我国还不

具备实行分税制的条件，还需要各级政府 事权划分清

楚，企业真正 成为独立经营的经济实体，等等条件的

完备。

代表们还 根据各省、市、 自治区实行不同体制的

实践效果对财政 管理体制的 改革提出了一些有参考价

值的建议，特别是民族地区的同志 提出了一些改进民

族地区财政体制的设想。

（本刊通讯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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