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步改革必须遵循的准则。
《 国营企业 第二 步利改税试行办法 》和产

品 税、增值税、盐税、营业税、资源税、国营

企业所得税等六个税收 条例（草案）、国营企

业调节税征收 办法，是经过 了 多年的酝 酿和实

践，征 求了各方面的意见，在多次反复研 究和

论证的基础上制定的。虽 然 还 要 随着计划体

制、价格体系、工资制度等项改革的进行，逐

步加以 完善，但它具体体现了 中央和国务院关

于改革的方针政策的要求，在目前来说是符合

实际情况的，也是可行的。这些条例和办法，
已经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审议，授权国

务院发布试行的。各地区、各部门要加强法制

观念，加强思想教育，认真执行第二 步利改税的

有关法规条例，非经国务院同意，对国家规定的

统一政策和基本法规不能随意改 变和 变通。凡

是不按统一规定自行放宽标准的，要立即改过

来；对企业留利基数不合理的调增因素，也应

予以 扣除。否则，会给利改税第二 步改革工作

造成不良后果，也 会给今后 完善利改税各项 法

规例案带来困难。
国营企业利改税第二 步改革，是整个城市

经 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中央决定

的城市其它经济体制改革措施 配套实施，必将

进一步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
高经济效益，实现增产增收，为财政经济状况

的根本好转创造条件。

不能只 在减税让利上打主意

蔡 言 楚

增强企业活力，是整个城市经济体制改革

的中心环节。现在小企业已经初步搞活了，大

企业却面临着挑战。要搞好大企业，除了国家

在政策上的支持以外，主 要 应该 是，眼睛朝

内，挖掘内部潜力，提高经济效益，而不能单

纯指望由国家减税、让利，来求得 生 存 和 发

展。
企业要搞活，需要内部和外部两方面的条

件。从外部来讲，就是政企职责分开，简政放

权，并对一些重大 的 技 术改造和技术开发项

目，从财力上给予积极的支持。近年来，中央

和国务院为了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制定了一系

列方针、政策和措施。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十条

规定，实行利改税第二步改革，提高重点企业

的基本折旧率，以及在加速企业改造和支持技

术进步方面国家采取的若干鼓励措施等，这一

切都为搞活企业创造了条件。单从资金上说，
企业从目前国家实行的扩权措施中，得到的财

力已经不算少，一年提取的基本 折旧基金有

250多亿元，大修理基金有130多亿元，企业留

利中用于生产发展的资金也有 100亿元左右。
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只要认真落实中央、国务

院现有的各项改革政策，把各项自有资金管好

用好，在挖掘潜力、提高效益上狠下功夫，是

可以大有作为的。
随着城市改革的深入发展，国家将会进一

步采取理顺经济的措施，还将进一步有利于企

业生产的发展。但就企业来说，本身却应该树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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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明确的指导思想，就是不能继续躺在国家

身上吃“大锅饭”，不能把企业生存、发展寄

托在国家的减税让利上，要依靠自身的力量，
努力创造增强活力的内部条件。也就是说，企

业要面向自己的车间、自己的工人、自己的产

品，把注意力放在分析自己的特点、发挥自己

的优势上。有的地区 和部门 从 片 面 的“恩

赐”、“仁政”观点出发，错误地认为，要搞

活企业，就要不断地给企业减税让利。有些没

有志气的企业，也往往不是首先挖掘自己内部

的潜力，而是在减税让利上打主意。对企业的

娇惯做法，既不符合改革的精神，也达不到改

革的目的。
企业要活起来，关键还在于选拔人才，组

成一支推行现代化经营战略和管理方式的新型

干部队伍。这正如列宁所说的：“要研究人，
要找能干的干部。现在的关键就在这里，没有

这一点，一切命令和决议，只不过是肮脏的废

纸而已。”现在的大企业，人才济济，选择的

余地大，完全 有条 件也有可能形成高文化水

平、高专业水平、高智能结构的“集团领导”

和以厂长为首、包括总工程师、总会计师等各

方面专家在内的决策中心。有了这样的领导班

子和干部队伍，企业增强活力也就有了可靠的

保证。

企业的根本出路在于要向经营型、开拓型

转化。一方面要改善经营管理，使企业从过去

落后的经营管理方式向现代化经营管理方式转

变；另一方面还要大力引进先进技术、开发新

产品，不断地以花色新颖、品种多样、质优价

廉的产品来满足社会需要。今后，对企业进行

技术改造、改建扩建，将更多地采取银行贷款

的办法，这就要求企业要学会使用银行贷款的

本领，做到能借、能还、能生效。现在有些大

企业提出，大企业增强 活 力 的 潜力不如小企

业。其实这是一种片面的认识。一般来讲，大

企业技术水平较高，设备比较先进，信息比较

灵通，国家的支持也比较大，这些都是小企业

所不具备的优势。大企业如果切实能够把自己

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使之迅速转化为新的生

产力，就会提高效益、增强竞争能力。
当前改革的形势喜人也逼人。为了进一步

搞活企业，我们还要继续进 行经 济体制的改

革，但“坚冰已经打破，航道已经开通”，现

在该是企业八仙过海、各显其能的时候了。抓

住了这个有利的时机，充分挖掘内部潜力，企

业就会大有希望、大有前途。否则，只在减税

让利上打主意，就会被蓬勃发展的改革形势所

淘汰。

财政动态简 讯

  全国财力分配问题

理论讨论会召开第五次会议

本刊讯：全国财力分配问题理论讨论会于1984年

11月下旬在江苏省吴县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财政厅（局）科研所（室）从事财政科研

和综合计划处从事财政实际工作的同志，财政部财政

科研所，国家统计局、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

上海社科院部门经济研究所的同志，江苏省各市县财

政局的同志等共75名。会议收到论文27篇。
这次理论讨论会是继长春（1980年）、吉林（1981

年）镇江（1982年）、长沙（1982年）财力分配理论

讨论会之后的第五次讨论会。会议主要讨论地区综合

财政工作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与会者围绕江苏省开展

综合财政工作的情况和经验，结合各省、自治区的具

体情况，研究如何在综合财政工作中贯彻执行党的十

二届三中全会《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精神，

进一步加强地区综合财政工作，把各项资金安排好，

合理使用，为四 化建设服务。
会议主要讨论了如下几个问题： 1.关于综合财

政的基本概念、范围； 2.关于综合财政工作的指导

思想； 3.关于“活”与“管”的关系；4.关于综合

财政计划的属性问题； 5.关于集资问题； 6.关于

综合财政的基础工作。
参加会议的同志一致认为，综合财政工作是一项

新的工作，特别是在新形势下，如何搞好综合财政工

作，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需要继续研究，深入

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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