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支出的增长十分迅猛，而收入的组织则不够理想。这

种状况给预算收支的平衡带来一定的困难.在这样的

社会财力状况下，再要财政大幅度减税让利，是不现

实的，财政也是难以承受的。

（二）减税让利必须以不削弱国家的宏观调控能

力为前题。我国目前实行的是有 计划的商品经济。在

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条件下， 企业的活力是以宏观经济

不失控为前提的。国民经济中一切重大比例关系，例

如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社会生产力布局、经济结

构等，都要国家来统一控制和协调。这不但是社会化

大生产发展的 客 观 要 求 ， 而且也是搞活企业所必需

的。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组成细胞，其存在和运转并

不是孤立的、静止的， 企业 有无 活 力 以及有多大活

力，除取决于自身的努力 程度以外，还取决于企业经

营的外部条件。毫无疑问，如果国民经 济的各种比例

关系不协调，搞活企业也就无 从谈起。例如，能源及

交通还跟不上加工工业的发展，企业在生产 过程中出

现各种滞存或短缺，影响了正常生产能力的发挥，国

民经济的瓶颈现象还没有消除等。所有这些都需要财

政调整其支出结构，以适应 经 济 体 制 改革发展的需

要。在目前财 政 集 中 的资金本来就十分有限的情况

下，如果再大幅度地减税让利，必将更加削弱财政收

支结构的调整能力，削弱国家的宏观调控能力。即便

个别企业通过减税让利活起来，也难于对整个国民经

济的健康、 顺利发展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减税让利增强企业财力，必须与企业自主

行为的把握程度和素质状况相适应。近几年来，由于

财政减税让利，企业自有资金额增 长很快，留利水平

一再提高。以国营工业企业为例，1985年留利水平已

达到38.7% ，比1981年提高了22.4 % ，加上税前还贷的

利润，实际留利率 已高达50.9 %。目前，我国企业的

留利加折旧基金、 大修理基金等预算外资金，总量已

经超过一千亿 元 ，相 当 于1985年财政收入的80% 左

右。当然，这里面有个苦乐不均的问题，但就总量而

言，拥有这么庞大的资金，照理是不应 出现企业生产

资金不足的问题了。然而现实恰恰相反，企业生产资

金不足已是普遍的问题。原因何在呢？ 我们认为，这

主要同目前企业自主行 为 的 把 握程度和素质状况有

关。企业自主行为的把握能力弱和素质状况差，造成

了企业资金使用的不合理，人为地加剧了资金的紧缺

程度。这种不合理现象主要表现为两个方 面：一是企

业的资金运用水平低。近年来，工业企业百元资金创

造的税利逐年下降，1985年百元资金税利率 比历史最

高水平低30% 左右，由于资金利用效果差，资金占用

量逐年上升。预算内国营工业企业1986年 1 —11月份

的定额流动资金占用量又比上年同期上升17.4% ，其

中产成品资金占用量上升22.3%。用于衡量宏观经济

效益的指标之一——每增加百元国民收入所需要增加

的投资额，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

在扩大。资金利用效果差，当然有宏观上的原因，但

同微观行为的不合理 也有着密切关系。目前不少企业

还没有建立起健全的内部经济责任制和严格的经济核

算制，经营素质差，管理水 平低。消耗高、质量低、

品种结构不合理、 产销不对路、损失浪费严重等等，

是我国不少国营企业普遍存在的问题。二是资金投向

不合理。有些企业过分强调短期利益， 倾向于将企业

留利首先满足超前了的消费需求， 而往往忽视企业的

技术改造和技术进步。尽管第二步利改税规定了企业

税后留利用于职工福利、职工奖励和生产发展三方面

的分配比例，但为数不少的企业实际上在职工福利和

奖励上早已突破国家规定比例，有些企业甚至不惜挪

用折旧基金、 大修理基金搞福利，结果造成企业生产

上的欠帐日益严重，企业的自我发 展能力减弱，经济

效益下降。这些情况表明，如果企业不解决资金使用

方面存在的问题财政让再多的利 ，减再多的税，也无

助于增强企业的活力。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适当减税让利对搞活企业

有一定作用，但并不是搞活企业的唯一途径。减税让

利既要考虑客观可能性，又要把握一个适当的度。如

果超过了一定的度，不但不能搞活企 业，还可能产生

一系列的负效应。因此，为增强企业活力 ，下一步的

改革就不能只把眼睛盯在减 税让利上，而要继续加强

国家对宏观经济的调控，搞好各项经 济改革之间的有

机联系，不断改善企业的经营管理，增产节约，反对

铺张浪费，使企业的活力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

书 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

财政法规汇编》即将出版

财政部在全面清理财政法规基 础上编 纂的 《中华

人民共和国财政法规 汇编》 ，即将由中国财政经济出

版社出版，在国内外公开发行。该 书分为税收、企业

财务、 会计管理、 预算管理、 行政事业财务和基本建

设财务等六个分册。其中税收、企业财 务和会计管理

三个分册于今年 4 月出版。需 要购买的读者，可向当

地财政、税务部门预订，也可直接向中国财政经济出

版社订购。  （蔡 伐）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书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法规汇编》即将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