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所指出的，“主要应

该解决好两个方面的关系问题，即确立国家和

全民所有制企业之间的正确关系，扩大企业自

主权；确立职工和企业之间的正确关系，保证

劳动者在企业中的主人翁地位。”切实解决好

了这两个方面的关系问题，就可以使企业和职

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得以充分发挥；

使企业具有强大的活力；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充

满生机；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
量的标志是要看财政收支是否真正实现平

衡。所谓真正实现平衡，是指财政收支是真实

的，有适销对路的商品物资作保证，是建立在

信贷收支平衡、物资供求平衡、外汇收支平衡

以及合理的价格体系基础上的平衡。当然也要

看到，平衡从来都是相对的，财政收入 大 于支

出，诚然表明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但财政

收支出现少量赤字，只要财政收入和支出是在

社会经济效益提高的基础上逐步增长的，收入

具有真实性，支出适应某一时期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的需要，能给 人民 群 众 带 来 较 大实

惠，也就不能说财政经济状况没有根本好转。
然而，值得引起注意的是，财政 多 年出 现赤

字，哪怕是少量赤字，在人们心目中造成的印

象总是不好的。因此，在近期内消灭赤字，达

到财政收支平衡，略有结余，是财政经济状况

根本好转的一个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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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财政学会在

年前组织了一次“怎

样使财政部成为国家

的经营管理部”问题

的讨论会。讨论会由

会长邢长 云 同 志 主

持，参加讨论的有在

广州的理事和会员共

40多人。主要讨论了

如下几个问题：

一、中 央 关 于

“财政部要学会包括

生财、聚财、用财在

内的理财之道，成为

国家的经营管理部”

的重要意义。与会同

志认为，中央这一指

示是在整党以后，也

是在我国经济改革特

别是农村改革取得巨

大成功，目前正在推

进城市改革的大好形

势下提出来的。是在

新形势下中央对财政

工作提出的新的更高

要求。中央指示“目前财政工作要根据主客观

条 件 的 成 熟程度，逐步改变那些不适应生产

发展需要的旧的习惯做法，……为蓬勃发展的

新形势开道和服务”。中央为什么要提出逐步

改变旧的习惯做法呢？同志们认为，这是因为

长期以来财政部门旧的传统观念多，清规戒律

多，经济观念不强，就财政论财政。这是不利

于蓬勃发展的新形势的。因此，必须根据主客

观条件成熟的程度，加快财政改革的步伐，逐

步改变财政工作中旧的习惯做法，为新形势的

发展“开道和服务”。只有这样，才能克服财

政困难，搞好总财力的经营管理和综合平衡，
开创财政工作的新局面，使财政状 况 迅 速 好

转，保证四化建设总任务的实现。
二、财政部门有哪些应改变的旧的习惯做

法？大家根据广东的情况，认为主要有如下几

方面：

（一）在指导思想上，经济观点、政策观

点和长远看问题的观点不强，存在就财政论财

政的片面性。
（二）在财政体制上，“分级收入统一支

出”和吃“大锅饭”的传统作法还未完全转变；

平均主义和“一刀切”的传统影响还没有迅速

扭转；财政包揽了许多本来不应由财政包起来

和管起来的事，而有许多应该管的事又没有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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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管严、管好。例如，财政支出中有些项目

可由各地、主管部门或企事业单位自理或部分

自理的，财政部门却没有大胆放权。
（三）在日常工作上，只忙于财政收收支

支、打打算算，只管拨，不管 用；对 生 产问

题、企业的经营管理问题研究得少；对国家如

何致富、兴旺发达的大事考虑得少；只熟习算

帐，不善于运筹。这样搞工作，不是经营、管

理、监督型，而是事务型。
（四）在工作作风上，调查研究不够，经

济信息反映和运用不够，与有关部 门 互 通 情

况、协商办事不够。这样的工作作风，不是开

明、进取型，而是保守、旁观型。
三、关于如何改变旧的习惯做法。与会同

志认为，鉴于我省财政工作存在如上亟需改革

的问题，财政工作今后必须自觉地、创造性地

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端正理财思想，发扬创

新精神，勇于改革陈旧的习惯 做 法，讲 求 生

财、聚财、用财之道。只有这样，才能走出新

路子，开创财政工作新局面，才能为蓬勃发展

的新形势开道和服务。当前应从如下几个方面

改革旧的做法：

（一）改变过去就财政论财政的做法，树

立经济观点、政策观点和长远观点。要勇于创

新，但创新要符合客观经济规律，要符合整体

利益。同时，重大的改革涉及千家万户，一定

要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
（二）改变国家包揽太多，管得不准的做

法，彻底克服吃“大锅饭”，平均主义、“一刀

切”的现象。
（三）改变日常工作事务型、保守型的做

法，使财政部门逐步成为具有 经 营 型、管 理

型、监督型的机构。
（四）讲究生财、聚财、用财之道，扩大

理财范围，积 极 培养财源，促 进 提高经济效

益。一些同志认为，当前主要抓住两个方面：

一是搞好利改税第二步改革；二是加强成本管

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

指出，提高部分原材料价格，主要由企业内部

降低消耗、降低成本来抵消，因此，加强成本管

理刻不容缓。
（五）坚持宽严结合。凡是有利于维护财

经纪律，减少浪费，防止歪门邪道的规定，都

要从严执行。凡是有利于促进生产，发展经济，
培养财源的，我们都要根据主客观的成熟程度

适当放宽。要改变过去“有条文就办，无条文不

管”的做法。凡事关党和革命事业大局的原则

必须坚持，但对于不违反原则并服务于原则的

事应灵活处理。
（六）加强社会财力的综合平衡。所谓社

会财力，是指包括中央财力、地方财力、企业

财力，人民的财力和可以利用的国外资金。
四、关于对生财、聚财、用财之道辩证关

系的理解。与会同志认为，“三财”关系是辩

证统一的关系，体现了财政资金循环运动的全

过程。没有生财，就不可能聚财和用财，而聚

财合理，用财得当，才能更好地生财。但是，

聚财和用财也存在着矛盾，这就是需要与可能

的矛盾。用财的需要是没有限度的，而聚财是

有限的。如果聚财不适度，用财不当，就会阻

碍生财，使财源萎缩。财政部门讲究“三财”

之道，必须全面认识这些客观联系，才能理好

财。一般地说，财政部门要立足 于聚 财 和用

财，但首先要着眼于生财，要以生财为根本。

（六）如何处理不按规定纳税的纳税人，税务部

门的纳税登记册载明哪些人应纳税，哪些人不纳税，

纳税人也知道自己要交什么税，什么时候交。如果到

期不交，税务局就发通知叫他交税，如果不按期交或

少交，税务检查官可以登门拜 访，有各种处理办法，

根据情节轻重，对其少交和迟交部分加税，可以加到

三倍，再严重的向法院起诉。

纳税年度，个人从 1 月到12月，企 业可以自己选

定从几月份起到次年几月份止。
税务管理部门总的考虑收入 要平 等 合 理地再分

配，为 纳税人做好咨 询服务，鼓励人们按时、主动地

办理 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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