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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云同志的《财政

金融论综》 一书，将由

中国财经出版 社 出 版

了。顾名思义，这是一

本综合论述财政金融的

书，是一本试图从总结

实际经验中探索我国社

会主义财政金融客观规

律的书，是一本讨论财

政金融以及其他有关经

济部门的综 合平衡 的

书。我作为同段云同志

一起在财政金融战线工

作三十多年的老战友，
很高兴看到他的辛勤劳

动的成果，同时也愿意

向广大读者推荐 这本

书。做财政银行工作的

同志固然需要看看，经

济战线其他部门的同志

也可以看看。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不论基本

建设、技术改造和智力

投资，还是农业生产、
工业生产和商品流通，

一时一刻也离不 开 资

金。看看这些建设资金

通过不同渠 道 怎 样筹

集、怎样使用和怎样管

理，有些什么必须遵守

的原则界限和客观规律，也将是有益的。
段云同志长期从事财贸工作。由于所处的

工作岗位，他在根据党的一定时期的方针，总

结财政或银行某些比较突出问题 的 时 候，往

往把财政和信贷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我觉得

这正是这本书的一个优点。尽管财政和信贷性

质不同、作用不同，筹集和使用资金的方式不

同，但两者都是国家手中动员和分配资金的重

要手段。多年来人们往往形象地把财政和银行

看成是国家的两个钱口袋，两个钱口袋是相通

的。六十年代初，银行说票子发多了，财政却说

有钱，有结余。八十年代初，财政说财政赤字大

了，银行却说有钱，存款多。其实，在当时条

件下，一家所谓有钱都是假象，都是只从一个

角度片面观察国家财力的结果。在社会主义计

划经济的条件下，财政和信贷休戚与共，必须通

盘考虑，综合平衡，必须在国民经济发展中作

为有机结合的整体发挥作用。在这本文集中，
有不少地方论述了财政资金和信贷资金的分口

管理、各自平衡和综合平衡，财政、信贷和物

资的三大平衡，以及加强综合财政信贷计划和

搞好国家财力的综合平衡等问题。此外，还论

述了同财政信贷平衡有关的工资调整、控制社

会集团购买力和扩大对外贸易等问题。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是一个复杂的有机整体，财政银

行工作光在收支、存贷上下功夫（这是完全必

要的）是不够的，还要研究经济的发展、结构

的变化、工资和物价的调整以及进出口贸易。
读了这本书，将有利于扩大我们的视野，从宏观

上观察财政金融，以便把工作做得更好。
这本书的各篇论文，大部分是六十年代前

期为着总结“大跃进”中财政银行工作的经验

教训而写的。小部分是适应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来改革体制和下放财权，预算外资金增多

和信贷资金来源扩大的新情况，为着加强综合

平衡和建立综合财政而写的。历史和现实的结

合，是这本书的另一个优点。不懂得历史，不

知道过去，就不可能正确地认识现实和预测未

来。正如这本书的前言所说：“走回头路是不

允许的，但是，走一步，回头看看，了解一下

我们的路子是怎样走过来的，坚持那些已被实

践证明是正确的东西，避免重犯那些已被实践

证明是错误的东西，仍然是需要的。”当前许

多青年同志战斗在财经工作的第一线，不少中

青年干部被提拔到领导岗位。对他们来说，增

加一些历史知识，至少懂得一些建国三十多年

来财经工作的历史，是必不可少的。
这本书中的各篇论文，虽然不是作为理论

著作而写的，但作者确实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

思想指引下，试图对实际经济生活中最迫切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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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解决的问题，作一些理论上的概括和探索。
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是这本书的第三个优点。他

善于把错综复杂的财经问题，用通俗易懂的文

字表达出来，使那些局外人也能看得懂。单从

写作的角度说，这本书也有许多值得财经工作

的同志们学习和借鉴的地方。
当前，对进一步改革和完善财政体制，许

多人是关心的。三十多年来，我国的财政管理体

制几经变革。在实行过的体制中，区别最大的

是两种：一种是“以支定收，一年一变”（多

数年份实行这种体制）；另一种 是“以 收 定

支，几年不变”（即人们常说的“分灶吃饭”

的体制，1958年实行了一年，1980年至现在实

行了四年）。在这本书中，有两篇文章是专门

论述财政体制的，一是《论1958年我国财政管

理体制的改进》，二是《我国财政体制调查报

告》。这两篇文章生动地反映了各地区、各部

门对财政体制的意见和要求，详细评论了两种

体制的优点和缺点，并且论述了同体制改革有

关的几个原则问题，即：计划性和机动性的关

系，集中和分散的关系，“条条”和“块块”

的关系，地区间经济发展的平衡以及国家预算

同银行信贷的平衡等问题。关心体制改革的同

志，看看这些论述和调查材料，对研究今天如

何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我们的财政体制，也许是

有益的。
这本书中的各篇文章，既然是在不同时期

写的，难免带有不同时期的印记。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在前进中，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层出不

穷。在一定时期、一定条件下适用的东西，在

另一时期、另一种条件下，就可能变得不适用

或不完全适用了。我们应当用历史的眼光看待

各篇文章中的一些论点，而不能要求作者对我

们当前面临的许多问题有现成的答案。而且，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正在探索中，
中国社会主义的财政金融也有许多未被认识的

必然王国。人们可以赞成文集中的一些论点，

也可以不赞成文集中的一些论点，可 以 百 家

争鸣。但是，作者这种面向实际，努力钻研，勇

于探索的精神，仍然是值得提倡的。

我国 产品

课税制的 演变

严 宏 初

税收是实现国家职能的重要工具，它是随

着国家各个时期的总任务和经济政策的变化而

变化的。建国三十多年来，我国的税收体制几

经改革，变化很大。
随着整个税制的变化，作为税制重要组成

部分的对产品课税的制度也不断调整和变化。
在各个不同时期，对产品课税的税种的设置，
税目、税率的安排和征收方法上都不相同。概

括起来，其演变过程，大体可归纳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建国初期的货物税和工商

业税中的营业税（以下简称营业税）两税同征

阶段。这个时期开征的工商各税有十几种，其

中，对产品生产企业 征 收 的 税，有棉纱统销

税、货物税、营业税、印花税等，但主要的是

货物税和营业税。其特点是：

1.两个税种，两次征收。货物税是按法定

的列举产品和核定的计税价格征收。征收的范

围只限于点名列举的产品，不同产品设计不同

的税率。营业税则是按企业取得的经营收入征

收的，凡有经营业务收入的经营单位，都属于

征税范围，不同行业设计不同的税率。在征收

上，如果工业企业生 产属于 货物税列举的产

品，企业先按销售产品的收入额征收一道营业

税，再就产品按 货 物 税 的规定征收一道货物

税；如果生产不属于货物税列举征税的产品，

则只征营业税，不征货物税。这就是说，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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