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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今年起，中央对

我省、省对地市开始实

行“划分税种、核定收

支、分级包干”新的财政

管理体制。这是前五年

实行的“划分收支、分级

包干”财政管理体制的

继续和发展，是整个经

济体制改革链条的重要

一环。认真贯彻执行这

一新的财政管理体制，

不仅对搞活经济大有好

处，也有利于进一步增

强地方财政的活力。

（一）

根据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提出的经济改革

方针，为了进一步增强

地方和企业的活力，为

了给整个经济体制改革

创 造 必要 的条件，从

1980年开始，国家对我

省实行了“划分收支、

分级包干”的财政管理

体制。这一管理体制总

的指导思想是，打破财

政 分 配 上 统收统支、

“供给制”的老框框，
确立以收定支、多收多

支、少收少支、自求预

算平衡的原则，使各级

财政既有压力，又有动力和活力。过去五年的

实践证明，这一改革是成功的。最大的好处是

初步打破了长期以来在财政收支上省里吃国家

“大锅饭”、地 市县 吃 省里“大锅饭”的弊

端，增强了各级党委和政府当 家理 财 的责任

感，调动了各地、各部门增收节支的积极性，
促进了全省财政经济状况的好转。过去五年，
我省地方财政收入平 均 每年递增9.4%，略高

于同期工农业生产和商品流通的 增 长 幅 度。
1984年同1975年比，各地市县中财政收入增长

超过50%的就有45个，其中有16个地市县翻了

一番多。过去五年间，全省工、商、粮、农和

文教企业通过实行各种 盈 亏 包 干和利改税改

革，共获 留 利28.6亿元，平均每年留利达5.7
亿元。可以肯定的讲，财政体制改革给各级财

政和企业都带来了生机和活力，包干与不包干

大不一样，分级包干的财政体制比统收统支的

财政体制是一个进步。
当然，这个体制也有不足之处。主要是财

政体制基本上还是按企事业单位隶属关系来划

分各级财政的收支范围，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了上下之间的经济联系，不利于企业之间发展

横向联系和协作。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
原来的财政体制尽管优越性很多，但已不能适

应发展变化了的新情况，有必要在这个基础上

进一步改革和完善。

（二）

新的财政体制是一个继 续 坚 持 搞活的体

制。它的提出与实行，是有坚实的实践基础、

决策基础和工作基础的。从实践上说，前五年

财政体制改革的实践证明了这样一条经验：搞

经济建设，不提高经济效益不行；提高经济效

益，不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不行；调动各方面

的积极性，不从分配上彻底打破“大锅饭”的

弊端不行。前五年财政体制改革取得成功的关

键，就在于顺应了这个改革的大趋势。新财政

体制不但坚持了这一条，而且通过划分税种使

各级财政收入的来源更加泾渭分明，分级包干

增加了法规保障，显然又是一个进步。从决策

上看，国家对财政方面的改革一直给予了极大

的重视，抓财政改革是 积 极 稳 妥的，从实行

“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体制，到对企

业实行各种盈亏包干办法、利改税第一步和第

二步改革，都是经过试点，走一 步 看一步，
“摸着石头过河”，既考虑了国民经济各方面

对财政改革的要求，也权衡了国家财力适应改

革的承受能力。可以说，实行以划分税种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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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特点的新财政体制，是国家积多年经验做出

的重大决策。从我省的实施方案看，事先经过

了大量的调查研究，省对各地市县的财政经济

情况进行了摸底测算，既贯彻了国家决定，又

结合了我省实际，而且兼顾了省和地市两个积

极性，因而是切实可行的。
新财政管理体制最明显的 特点是 划分税

种，通过实行按税种划分省和地市财政固定收

入与共享收入的办法，使省属企业和地市县企

业的收入同各级财政都挂上钩，有利于上下共

同努力，办好所有企业，推动企业的调整、改

组、联合与技术进步。
按照新的财政体制，以1983年各级财政的

收支决算为基础，经过适当调整后，核定新的

收支包干基数，既照顾了 先 进 地方的既得利

益；同时对前几年有特殊困难、财政日子难以

为继的地方，倾全力从省级财政收入中拿钱给

予了照顾，这就使各级财政都处在一个新的起

跑线上，有利于重新考核与衡量各地财政经济

工作的进展情况，有利于增强地市县独立过日

子的能力，有利于开展财政工作的新局面。

（三）

充分发挥新财政体制的优越性，在改革中

增强地方财政的活力，需要做大量的工作。最

根本的是挖潜增收、开源节流。我 省 发 展生

产、提高经济效 益 的 潜 力很大，只要多方挖

潜，广辟财源，让巨大的能量释放出来，我省

财政的活力就一定能不断地得到增强，财政日

子就一定会越过越好。这 里 十 分 重要的问题

是，必须在改革中解决若干思想认识问题。
其一，财政部门的同志必须确立改革出效

益的思想。今年实行新财政体制，是在去年全

省财政结余甚少，省级财政有赤字，各方面要

钱的呼声很高，各级财力普遍紧张的情况下开

始的。特别是工资、物价改革同时起步，财政

部门既要保改革的初战必胜，又要保预算的收

支平衡，任务重，压力大，困难多。但也必须

看到，改革已经和正在给财政经济带来的活力

和生机，不改革，财政困难很难解决。现在的

情况是，财政经济改革暂时要给财政带来一些

减收增支的因素，财政的承受能 力是 有限度

的；但也正是改革，使经济焕发了活力，给财

政带来了后劲。因此，我们既要对改革中影响

财政减收增支的新因素有个实实在在的分析，
正视面临的困难，及早采取解决的措施；更要

看到改革将要给财政经济带来的后劲和好处。
一定要坚定不移地沿着“养鸡生蛋”、培植财

源的改革方向走下去，积极筹集资金，保证改

革的需要，促进我省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
其二、企业必须 牢 固 树 立面向自己挖潜

力、多为国家做贡献的思想。财税部门要一如

既往地帮助企业把生产经营搞活，但在考虑微

观搞活的同时，决不能忽视宏观控制；在考虑

局部利益的时候，一定要服从全局的需要，作

为企业，不应当总想让国家 更 多 地 减税、让

利，而应当眼 睛向 内 挖潜力，手心向下开财

源。通过不断地提高经济效益，在搞活自身的

同时，向国家上缴更多的税利，这是企业应尽

的光荣义务。
其三，广大职工群众必须树立自身利益与

改革成效密切相联的思想。经济体制改革与每

户企业、每个职工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保证

改革措施的贯彻实施人人有责。如，工资改革

涉及千家万户，没有财力保证不行；要财力保

证，不搞增产节约、提高经济效益不行；而经

济效益能否提高、财政收入能否增加的关键又

在于每个干部职工的工作成效。因此，有必要

把改革同思想政治工作结合起来做，使个人利

益同改革和争取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更紧密

地挂起钩来，真正调动了每个干部职工的主观

能动性，改革的优越性和财政经济的活力才有

可能充分地得到发挥。同时，还要加强宣传教

育工作。一项正确的、重大的改革能否为广大

群众所理解，是关系改革成败的一个大问题。
要使广大群众认识到改革的目的和意义，从而

自觉地为搞好改革尽力，这也是在改革中增强

财政经济活力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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