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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改税不仅是经济分配关系的改革，也是

国家运用法律手段管理 经济的重大措施。利改

税的法律意义，就在于由国家财务制度（企业上

缴利润）向税收 法律制度的转 变（按国家规定的

税种、税率缴 纳税金），就在于国家运用法律手

段直接组织财政收 入，调整国家和企业的经济

分配关系和管理国营企业。法律具有统 治阶级

的意志性，明确的规范性，国家的强制性，极

大的权威性。利改税运用法律的形式把国家同

企业之间的分配关系确定下 来，这就使国家财

政收 入同企业生产的发展同 步增长有 了更加稳

定可靠的保证；使企业扩大 了财权以 至于整个

经营管理上的自主权，真正 成为相对独立的经

济实体。这将充分发挥法律在直接调节分配关

系，进行经济管理和监督方面的能动作用，这

是我国财政税收 以 至整个经济法律制度的重大

发展。
既 然利改税是由企业财务向税收法律制度

的转变，所以，搞好利改税，加强财政税收以

及整个经济方面的法制建设就 成为十分重要的

了。因此，必须把利改税的理论政策和措施上

升为 法律规范，使 之 系 列 化、条文化、制度

化。在利改税 的改革过程 中，有很 多法 律问

题，诸如 国家怎样实现税 务监督和企业如何做

到依法纳税等，需要解决；企业财务法、会计

法、审计法、财政法或预算法以 及计划法、基

本建设法（投资法）、企业法、商业法、物价

法等一系列的经济法规需要抓紧制定和不断完

善。同时，建设具有较高法律地位的、有责有

权的、执法严明的和具有权威性的税收执法机

构，使工厂 企业的干部和职 工 以 及 纳税人懂得

税法，认真依法纳税的 宣传教育任 务也 更为迫

切。只 有人人懂得国家有征税的权利，企业有

依 法纳税的义务，充分利用法律手段，才能保

证利改税 第二 步改革的实施，并 使 其 顺 利进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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